
·记者感言·

食品安全重于泰山，我们必
须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农产
品从生产到进入市场，涉及多个
环节，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加
强联动，常态化开展监测检查活
动，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
力度，保障产品“出村进城”过程
顺畅。

“亮证”行动是优化监管的创
新举措。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
度的推行明确了主体责任，主体责
任人自觉、主动办证就是对自己产
品质量的底气和自信。希望敢于办
证、乐于办证的生产经营主体越来
越多，让老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
放心。

2 20232023——99——2222 星期五星期五

本版责编/刘晓丹 胡凯 编审/左平要闻要闻

9月16日，国网池州市贵池区供电公司开展清廉皖电“家风助廉月”暨“亲情
助廉”主题活动。活动由观“廉”片、创“廉”品、寄“廉”语等环节组成，通过家属携
手、亲情助廉，促进干部职工培育良好家风。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张艺楠 摄

法治池州法治池州 法治政府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你我共建法治社会你我共建

本报讯（记者王齐斌）9月20日，
池州市保企对接会召开。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方能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方能斌指出，保险业是经济社
会运行的“稳定器”。各保险机构要
回归服务实体本质，切实做到在助
企发展、产品创新、合规经营上当标
兵，继续优化承办流程，推动保险业
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各企业要
立足做强主业，筑牢诚信经营基石，
常态化做好安全、环保等工作，保障
企业稳定发展。各级各部门要聚焦

保企共赢，当好推动政策落地的“服
务员”、创新保险业务的“引导员”、
完善保险生态的“守护员”，确保我
市保企合作基石更牢、合作环境更
优、合作领域更广、合作效果更加显
著，为池州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会上，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通报
了全市保险业运行情况；部分保险
机构推介保险产品并作交流发言；
市保协宣读行业自律倡议书；保险
机构和企业进行现场签约。

池州市保企对接会召开
方能斌出席

□ 记者 张敏 文/图

“‘阳光玫瑰’葡萄装袋3公斤带回
实验室检测，预计一周后出检测结
果。”9月13日，市农科院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测所检测人员来到位于贵池区秋
江街道的池州市嘉乐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对其葡萄进行抽检。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
农科院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所开展今
年第二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
作，累计将抽检水果、蔬菜样品40余批
次，对每批次样品将进行 69种农药残
留检测。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21年
以来，根据国家、省统一部署，市农业
农村局等 7部门联合开展食用农产品

“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升绿色
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

源头控制好 产品更绿色

13日下午，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联合市农科院、贵池区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中队对贵池区殷汇镇农资经
营部开展农资检查。“再过 10天左右，
我们就将迎来秋种季节。为保证农资安
全，本次主要检查种子备案、农药台账、
肥料相关证件等情况，督促农资经营主
体合法合规经营。”贵池区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徐朝林介绍。

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展专项执法、
联合执法检查399次，检查各类农资生
产经营企业（门店）和农产品生产经营
主体 1388家次，立案查处农资案件 21
起。

农药、肥料等农资产品使用关乎
农民利益，更关乎农产品质量安全，是
农产品源头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市按照“区域定格、网格定人、
人员定责”原则，127名农业执法和农
技推广人员对全市 11 家农药生产企
业、363家农药经营单位、559个规模种
植大户实行点对点包保服务，共制作
933个农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监管公示
牌进行上墙公示，注明监管责任单位、
监管责任人和主体责任人姓名及电
话，接受群众监督。

严禁无证、超范围经营，建立完
善的购销台账，向购买人科学推荐用
药……为实现源头控制，我市不仅对
农资经营主体提出上述要求，还对农
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明确了责任：要按
照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进行
生产，如实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科学
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严格执行农业
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的
规定，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农业投
入品。

检测常态化 消费更放心

采样、编号登记、切片、加入检测
试剂、放入比色皿……14日一大早，主
城区翠柏路农贸市场检测员汪曦已经
开启一天的工作——检测蔬菜农残。

“市场开市之前，我要确定这些蔬菜、
水果中的农药残留是否超标，并将检
测结果登记公示，让市民准确掌握农
残检测结果信息。”汪曦介绍道，他每
一步都不敢松懈，要确保老百姓从市
场里买到的每一口菜都健康安全。

“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
动中，质量检测是牢牢守住农产品质
量安全最后一道关卡。自2016年来，我
市共建设完成119套乡镇快检系统，实
现农药残留快检全覆盖，畜产品和水
产品检测在重点乡镇全覆盖。今年截
至目前，全市完成了定量检测 1525批

次、快速检测 13180批次，总体合格率
99%以上。

目前，我市建立了以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所为龙头，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站为骨干、乡镇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站为基础、基地检测室为补
充的四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
市本级、贵池区、东至县、青阳县等农
产 品 检 测 机 构 均通过了“双认证”
（CMA认证和CATL认证）。

在建立常态化检测的基础上，我
市对食用农产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
行为严厉打击。

今年 2月 7日，市农业农村局在对
石台一家庭农场草莓进行质量检测时
发现，抽取的样品检测项目中烯酰吗
啉含量单项判定不合格。“我们立即将
违法线索移交至石台县农业农村局，2
月 24日，石台县农业农村局就对当事
人涉嫌销售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的农产品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市
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法
规科科长何显兵介绍道，案件查实后，
对当事人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通过预防与打击相结合的方式来
保障农产品安全，让消费者心里更踏
实。

亮证可追溯 质量更可靠

眼下，正是“阳光玫瑰”葡萄大量
上市的季节。嘉乐生态农业的工人们
正忙着打包、贴标、装运。

“农场葡萄每天约有 7500斤运往
北京，6500斤运往上海，批发价格从过

去的 10元/斤涨到 15元/斤，这些都得
益于‘承诺达标合格证’。”嘉乐生态农
业总经理宋伍明高兴地说，自实施食
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以来，
自家产品更容易进入大城市市场，流
通起来更快。“这车葡萄，过去进入北
京市场要现场取样抽检，一等就是两
三个小时，现在扫一扫这个合格证就
可以直接看到产品信息，省时省力。”

“亮证就代表承诺不使用禁用的
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且使用的常
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根据承诺
达标合格证上的相关信息，可实现‘一
品一码’追溯，有关部门可以实施更有
效、更精准的监管。这些有利于对农产
品生产者落实主体责任形成常态化的
倒逼机制。”何显兵介绍道。

“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看到
企业产品生产、监管、检测等信息，如
果出现问题可及时追溯，这让我们觉
得很放心。”嘉乐生态农业的一位上海
客户如是说。

近年来，我市着力解决农产品出
村进城“最初一公里”的问题，将重点
品种的生产主体全部纳入系统监管，
积极推行承诺达标合格农产品亮证行
动。今年以来，全市 899家农业主体共
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22329张、带证上
市农产品达 541吨，全市 1374家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入驻国家和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平台。

控制源头、常态化检测、推行亮证行动——

把“安全”装进百姓“菜篮子”

图为市农科院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所工作人员正在查看农产品检测结果。

□ 记者 陈淑芬

“今天专程带孩子来这里了解革
命历史，感受红色文化，希望在孩子
心中播下爱国的种子。”日前，在石台
县七都镇新棚村皖南红军总医院纪
念馆，来自南京的游客范先生被方志

敏、粟裕等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
深深触动。

作为首批“池州市关心下一代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皖南红
军总医院纪念馆自复建以来，接待
游客近 3 万人次。该纪念馆充分挖
掘利用自身红色资源优势，与当地

红色旅游规划对接，推进和完善红
色旅游项目建设，让青少年在参观
游览中学习革命传统、升华爱国情
感。

“除了皖南红军总医院，同批我
们还授牌命名了东至木塔红军纪念
馆和青阳宾山革命纪念馆2个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市关工委秘书长祝志
宏告诉记者，基地的命名有利于进一
步强化各纪念场馆的爱国主义教育
和红色教育功能，增强教育活动吸引
力、感染力。

红色阵地成了教学课堂，红色资
源化为育人力量。近年来，我市在“管
好、用好”红色资源上下功夫，大力推
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建。截至目
前，我市已有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中共沿江中心县委纪念馆2处“安
徽省关心下一代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专题讲座、诗歌朗诵、读书演讲、
现场参观……我市以教育基地为依
托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深入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宣传教
育，激发青少年爱党爱国热情。近年
来，全市共开展各类青少年爱国主义
主题教育百余场次，受教育人数逾万
人次。

“红色资源和革命遗址是先辈
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保护、传承、
利用好它们，必将激发青少年的爱
国热情，从小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远大志向。”市关
工委主任朱永能表示，各级关工委
将充分利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开展
多样化的教育实践活动，并深入调
查研究，让红色资源“活”起来，使红
色阵地“火”起来，让各级各类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成为青少年教育的

“活教材”。

红色阵地“火”起来 红色资源“活”起来

近日，青阳县在中小学组织开展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图为杜村乡中心小学502中队学生在五阳村聆听91岁的抗美
援朝老战士王三多讲述烽火故事。 通讯员 谢璟煜 摄

本报讯（记者钱雪梅）记者从杏
花村文化旅游区获悉，该景区正在结
合旅游景区特点，积极申创“近零碳”
排放试点景区，以进一步保护景区自
然和生态环境。

9月 16日，走进杏花村文化旅游
区，在客服中心停车场，记者看到，一
辆辆电动运营车整齐排放，不时有游
客前来租车。不远处，新增的电动汽

车充电桩已经建成，游客们只要扫码
就可立即充电。杏花村文化旅游区党
政办主任章征胜介绍，从建园之初，
景区就积极践行“近零碳”理念，在采
购交通工具时，要求一律选用电动车
辆和游船。今年，景区又新采购了 26
辆电动运营车、35辆代步电动车、1艘
电动游览船，并积极与池州供电公司
对接，建设了 12个电动汽车充电桩，

倡导绿色出行，实现全电气化“碳中
和”园区营运，年均可减少约 2500吨
碳排放。

在旅游区内，一个总规划面积
55.3平方公里的池州秋浦河（杏花村
段）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项目正在
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该项目总投资
2.46亿元，主要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社区共管平台等建设内容。“项目建

成后，将极大改善杏花村文化旅游区
环境，有力促进邻里生物和谐共生，
为打造‘近零碳’景区奠定坚实的基
础。”池州杏花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吴昊介绍。

近年来，杏花村文化旅游区秉持
“近零碳”理念，不断加大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力度，先后投入 1000 万余
元，建成 11公里污水管网 2条、电动
污水提升泵站 4座，收纳沿线生活污
水并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投入2100余
万元，种植各种树木 80余万棵，绿化
面积超 60 万平方米，年均可吸纳约
5000吨二氧化碳。

杏花村文化旅游区打造“近零碳”排放景区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本报讯（通讯员鲍乐轩）近年来，
池州高新区通过严把项目准入关口、
盘活低效闲置用地等措施，着力提升
园区工业项目亩均效益。2022年，该
区 81家规上工业企业亩均营收、亩
均税收分别为 495.29万元、19.94万
元，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池州高新区严把项目准入关口，
对工业项目用地规模、投入产出进行
联合预审，确保新增工业用地亩均投
资、亩均税收分别不低于 300 万元/
亩、20万元/亩，容积率不低于1.2。全

面推行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
实现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今年以
来出让“标准地”9宗673亩。

为盘活低效闲置用地，池州高新
区结合亩均效益评价结果综合施策，
通过并购、租赁、股权合作等市场化
运作方式，盘活浙宇科技等3家企业
闲置土地 226亩。针对效益不高、未
履行入园协议、欠租金额较大的入标
房企业，实行“一企一策”清退整合。
今年计划清退企业7户以上、整合企
业10户以上。

池州高新区

综合施策提升工业项目亩均效益

本报讯（记者许倩琪）9月21日，
东至至鄱阳等高速公路省界接点方
案专题协调会召开。江西省交通运输
厅副厅长刘震华出席，安徽省交通运
输厅副厅长徐敬启出席并主持，安庆
市副市长唐厚明、池州市副市长何刚
出席。

会议就宿松至彭泽过江通道桥
位方案、东至至鄱阳高速公路省界接
点方案进行协调对接，在工程建设、
要素保障、路线设计等方面开展充分
研讨，并达成了初步共识。

何刚在讲话中指出，此次会议讨
论协商的东至至鄱阳高速公路是安
徽、江西两省共同谋划的省际高速公
路项目。该项目是安徽省“五纵十横”
高速公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可
连接安徽池州与江西上饶，同安景高
速、宣东高速构建起中西部省市对接
长三角地区的高速通道网，对皖赣两
省深度融入长三角具有重要意义。他
表示，东鄱高速安徽段已列入我市今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项目，并成立
专班推进，计划年内开工建设。

东至至鄱阳等高速公路省界接点
方案专题协调会召开
刘震华徐敬启唐厚明何刚出席

本报讯（记者石泽丰）近日，市人
大常委会开展《池州市农村村民住房
建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执
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纪良才
带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检查组一行先后赴东至、石台等
地，详细了解《条例》学习宣传、村庄
规划编制和建房用地保障、村民住房
建设申请和审批制度执行、村民违法
建房处置等情况以及《条例》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听取深入推进

《条例》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纪良才在座谈会上指出，各地政
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条例》实施，
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贯彻活动，取得了
明显成效。但《条例》在实施过程中，
仍然存在宣传覆盖面不广、村庄建设
规划滞后等问题。纪良才要求，要进
一步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村庄规划引领，强化农房报建流
程及风貌管控，严把审批和监管关，
保障农村住房安全；坚持违法必究，
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引导村
民依法建房。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池州市农村
村民住房建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
纪良才带队

（上接1版）
“给每一位陌生人一个善意的微

笑，给每一位身边的人一声亲切的问
候，给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点
力所能及的帮助”成为池州人的“文
明之约”，传递着这座城市对待他人
的友善态度。

9月19日一早，68岁的池阳街道
清风社区老党员纪小平照例出去买
菜，当看到路边摆放不整齐的单车
时，这位老人像往常一样，放下手里
的蔬菜，将单车扶正归位。纪小平说，
不只是他，他所在的社区离退休老党
员支部，每个人都有一颗守护城市文
明的心。

文明花开香满园，同心掬得满庭
芳。广大市民切身感受到创建带来的
成效和变化，从“袖手看”到“拍手
赞”，再到“动手干”的创建氛围日渐
浓厚。

“随着创文进程的持续有力推
进，明显感觉到池州的环境越来越
美，交通井然有序，公共设施日臻完
善，大家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市
民唐满珍说。

践行文明承诺、共赴文明之约，
是建设文明城市的题中之义。在文明
创建路上，池州不懈奋进，“文明”二
字，已沉淀为城市文化，升华为城市
精神，内化于市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