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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完成，现征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其他相关公众

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详见

http://www.chuzhou.gov.cn/public/con⁃

tent/1109519222，公众若要查询征求意见

稿纸质版，请与建设单位联系。联系人：

李工，电话：13965052280。

安徽天择化工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3日

安徽天择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6500吨氧化甲基吗啉等
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信息公告 由于供电设施计划检修停电，2020年10月21日9时0分至

11时 0分，扬子变西方寺 176线路扬子路东 401号环网柜内出
线K176123开关停役，停电范围：中国扬子集团有限公司、滁州
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滁州京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滁州
市琅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滁州市园林景观管理中心高压客
户，五里、新庄台区公用配变供电的低压客户。

由于由于用户申请计划停电，2020年10月20日8时0分至
11时 30分，新华变新徽 116线路怡阳D116025闸刀停役，停电
范围：怡阳（滁州）食品有限公司高压客户。

由于供电设施计划检修停电，2020年 10月 22日 7时 30分
至 10时 30分，琅琊变市政 161线路泵房K161002开关停役，停
电范围：市重点局泵房双电源备用电源高压客户。

停电工作随时可能送电，用户未经供电公司许可，不得在
停电设备上工作。停电给用户带来了不便，敬请谅解。

滁州供电公司
2020年10月12日

停电公告
本报讯 近年来，来安县积极推进村（社区）级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水
平。2020 年是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收官之年，来安
县已建成 143 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
100%，有利于推进城乡基层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强调意识，健全工作机制。高度重视村（社区）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工作，制定《来安县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三年推进计划》，明确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年度目标任
务。同时，各镇、乡文化站也及时制定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建设实施方案，健全工作机制，层层抓落实，全力推进村（社区）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夯实基础，整合现有资源。依托现有基础，不搞大拆大
建。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以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为依
托建设而成，农民文化乐园是在我县美丽乡村建设基础上，进
一步配备补充文化器材建设完成。同时，依靠镇（乡）人民政

府，将各类分布在基层不同部门、分散孤立、用途单一的公共文
化资源有效整合，得以实现人、财、物统筹使用，提升服务效能。

突出效率，加快建设进度。为加快推进村（社区）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来安县文旅局多次组织召开基层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相关会议，早谋划，早布局，组织工作小组联合镇、乡
文化工作人员考察待建村和社区实地情况，提出建设意见和方
案，多方协调，统一采购配备文化器材，加快建设进度。

重视“软件”，加强队伍建设。来安县每个村（社区）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均配置管理员，解决基层公共文化“阵地有人管、活
动有人办、队伍有人带”的问题，并在全县配备 14个文化协管
员，协助村级中心管理员进行文化活动的管理和组织。加大对
村级服务中心管理员和文化协管员的培训力度，定期进行业务
培训，不断提升管理
和服务水平。

（肖晓东）

来安：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上接第一版）
当时，小岗村是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

济、生产靠贷款”而闻名的“三靠村”。“大锅饭让
大家没了积极性，我们一家一户分开干！”包括他
在内的18位农民贴着身家性命签下协议、按下手
印。“就是想吃饱饭，过好日子。”严金昌摸摸土
桌，有些哽咽，“我们做到了。”1979年，小岗村迎
来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10多年来
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并归还国家贷款800元。

自此，严金昌将“带头人”的使命紧紧绑在身
上，贫苦时带头分田，温饱后带头奔小康。2008年，
敢闯敢试的他成为小岗村第一批农家乐经营者。
从4张桌到20张桌，“金昌食府”越做越大，2019年
盈利近20万元。农家乐，乐农家，目前，小岗村已开
出十余家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重要途径。

“大包干”一代开起农家乐，二代则成了农业
带头人。凤阳县小岗村葡萄专业合作社社长严
德友是“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的儿子，管理着
200亩葡萄园，是全村最大的葡萄种植户。“农民
单打独干，一亩地产量再高也种不出‘金子’。种
葡萄规模效益明显，能带大家致富！”这片葡萄园
倾注着他的心血。

这几年，园子多灾多难，干旱、涝灾、雪灾，严
德友掰着指头说。尽管如此，他从未打过退堂
鼓。“我不做，这产业就垮了，咬着牙也得冲。”今
年的超长梅雨季让葡萄减产近半，但他琢磨的却
是扩大规模，培育新品种。

一代一代接续努力，小岗村日新月异，但农

村留不住人才成了发展的瓶颈。2019年大学毕
业的“大包干”三代关勉，毅然回到家乡成了返乡

“带头人”。“想回来闯一闯，为小岗鼓鼓劲。”关勉
常听爷爷关友江讲起当年的事，每年假期回家，
看到家乡“一年一个样”，让她更深刻地体会到过
去的不易。

关勉任职的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创发公司）经营着小岗村旅游投资管理公司
和有机产业园，发展旅游业和现代农业。“小岗靠
土地发展起来，未来也要靠土地。”她坚信，随着
小岗村的发展，会有更多年轻人选择回来。

土地
从大包干到“三权分置”，能量不断放大

“发展靠土地。”“土地是命根子。”在走访过程
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小岗人对土地的真挚感情。

随着土地政策改革，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大的
能量。当年，小岗村靠土地彪炳中国改革史；今
朝，小岗人靠土地奔入小康。

“‘大包干’开了好头，40多年来，小岗坚持土
地政策改革，让土地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百
姓生活。”李锦柱说。

前些年，严金昌将分到的50亩地流转给了种
植大户，自己则踏踏实实地把农家乐办成主业。

“小红本在手，合同到期，地还是我的。”他说。
严金昌口中的“小红本”是《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2015年，安徽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首批颁证启动仪式在小岗村举行。村
民拿到“小红本”，流转土地更放心了。如今，小
岗村超六成的土地进行了流转，新型经营主体数
量比2015年翻了几番，稻虾、稻鱼等新型农业合
作社红红火火。

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
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
次重大创新，顺应了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
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更为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
的现代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通过流转，小岗村种粮大户程夕兵经营的土
地从37亩增长到590亩。眼下，水稻长势喜人，
似一片绿色海浪。“刚收了50万斤麦子。今年的
白馍能吃到嘴里了。”他笑着说，未来两三年，田
里的机械化程度将超九成。

为了更好发挥规模农业效益，2017年小岗村
开启低产田改善土地平整项目，42年前分到户的
土地再次统一整合，小田变成大田。

程夕兵经营的农田对面是小岗村4300亩高
标准农田示范点，这块由小岗村与安徽科技学院
联手打造的试验田应用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将大
田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土地的事不能强迫农
民。”为了平整土地，李锦柱没少费心费力，但都
抵不上村民来田里看一眼，不少“说不通”的农民

看了试验田后马上改了主意。经过两年多的努
力，小岗村完成了1.5万余亩农田平整。

“小岗精神源于这片土地，我们要继续改革，讲
好土地故事。”李锦柱说。2018年11月，安徽小岗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获批建设，土地的故事仍在续写。

产业
从农业独大到三产融合，创富正在升级
在小岗村，土地的故事已跳出农业，讲到二、

三产。
驱车驶入小岗村产业园，正赶上小岗安徽蒸谷

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在进行大米加工，未脱壳的金
黄稻谷运入生产线，加工完成后发往全国各地。

“我们的米有一部分产自小岗。”公司负责人
严伟龙说，公司对小岗村 6000 亩地实行订单种
植，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斤高出两三角。

二产促一产，是小岗村选择企业的逻辑。
2018年盼盼集团入园后，结合当地特色农产品黑
豆，研发出黑豆面包等新产品。

“二产富了种植户，但要让村民普遍受益，得
靠分红。”李锦柱说，小岗村组建了集体资产股份
合作社，入股创发公司，以此为载体经营集体资
产，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旅游是小岗村最大的烦恼也是最大的机
遇。2008年到2018年小岗村的旅游业由旅游公
司托管。“那时，我们守着大包干纪念馆被动接

待，一直在亏损。”旅投公司负责人杨永强坦言，
过去，小岗村有品牌、没产品，有名气、没才气。

2018年，小岗村成立旅投公司，创发公司占
51%股份，统筹开发旅游资源，秉持让游客慢下
来、消费起来的理念，建设工坊街，开展研学游，
还原传统生产生活场景打造“当年小岗”项目，并
于2019年策划了“岗上花开万人游”、凤阳紫藤花
油纸伞旅游文化艺术节等7大活动。

“单日最高游客量超5万，村民光卖矿泉水，
一天就能赚3000多元。”提起去年，杨永强仍兴奋
不已。据了解，2019年全村旅游人数达115万，旅
游收入 2.6 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56
万元，同比增长12.27%。

“这是一片热土啊，小岗是中国农村的名片，
我们要不断探索尝试，富民强村。”在大包干纪念
馆“18位村民按下分田到户红手印”的照片前，李
锦柱感叹道。

是啊，42年来，敢闯敢试的小岗精神始终激
发着小岗人干事创业的热情，激励着小岗人不安
于现状的心。从大包干纪念馆望出去，是蓬勃发
展的万千气象——

对面，是创业青年杨伟的草莓园，旅游业的
发展让他的草莓不进市场便被采摘一空。

不远处，“互联网+大包干”体验中心里，负责
人王辉向村民介绍小岗乡村赋能工程如何助农
增收。

视线尽头，一望无际的稻田静待收获，这批
“订单稻”销售出去，又是一个丰收年。

小岗之变：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