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要闻··公益公益 82023年 6月 21日 星期三

遗遗失失

广告

遗失王梓俊《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日期：
2013 年 12 月 15 日 ，性
别 ： 男 ， 编 号 ：
O340192526，声明作废。

遗 失 安 徽 鼎 沛 电
子 商 务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11005957437267）
原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
3411000016575 ， 声 明
作废。

（上接第一版）要保持攻坚态势，加大化解力度，推动积案老案
“化解不反复”。要高度重视群体性矛盾的化解处置，切实摸清
底数、做实风险评估、落实应急处置，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群体
矛盾“吸附在当地”。

许继伟强调，要强法治，一严到底抓规范。进一步强化法
治思维，依法打击和宣传引导，做到既对失职失责的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倒查问责不手软，又对存在违法信访行为的信访人依
法处理敢较真，以严的基调推进“双向规范”。

吴劲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按照会议部署要求，一竿到底
抓基层、一包到底抓化解、一严到底抓规范，切实担负起护一方
平安、保一方稳定的政治责任，不断巩固全市信访工作稳步向
好的发展态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持续推动全市信访形势稳步向好
切实维护安定和谐的稳定局面

（上接第一版）“政府非常重视老百姓的事情，每次提的建议都能
得到领导重视、及时回复、认真办理，这增强了我干好代表工作
的信心，今后将继续深入一线，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
策，让自己的建议桩桩惠民生。”陈常娥说。

记者了解到，在“聚民意，惠民生”行动中，来安县人大已形
成了“人大代表采集、代表小组初审、乡镇人大主席团复审、县
人大常委会工作专班终审”的收集提质机制，“每月一跟踪反
馈、每季度一督查通报、每半年一小结视察、每年一总结评议”

的督办协调机制，“常委会分管领导主抓、工作专班主责，一府
一委两院办公室及有关单位、乡镇人大、人大代表小组专人负
责”的责任体系，确保强收集、快交办、勤督办、促办结、增满
意。2023年1月以来，全县共征集到代表建议5520件，已交办
建议4334件，已办结（纳入工作计划）建议4074件，经县直有关
部门及乡镇政府的认真办理，一批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得
到妥善解决。

菜市大变样 百姓笑开颜

（上接第一版）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发展小龙虾产业的过程中，全

椒县以清洁农业为突破口，推广循环流水增氧、秸秆全量还
田、病虫害绿色防控、尾水处理利用等技术，有效改善田间
生态环境。稻虾生态种养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平均减
少化肥施用量50%以上。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
推广太阳杀虫灯、性诱剂诱捕技术，绿色防控面积达95%以
上，稻虾田块农药使用量减少80%左右。在全省率先开展
小龙虾养殖尾水治理行动，全县建立小龙虾养殖尾水处理
示范点20多处，综合治理4万余亩。

通过传感器、智能球实时采集水体环境、农田气象和视
频信息，应用无人机、无人船等新技术，稻虾物联网，不仅实
现水质调控、水温水位调节、投料、巡塘智能管理，更提高了
稻虾养殖信息化、智慧化水平，促进稻虾产业节本增效绿色
高质量发展。

与传统养殖相比，智能养殖小龙虾亩均增效20%，成本
亩均降低200多元。全椒县开发应用的“稻虾种养环境实时
在线监管与溯源技术”被推介为全国2021数字农业农村新
技术新成果新模式优秀项目。物联网稻虾生态共养产业创
新与应用技术成为全椒县智慧农业的一大特色。截至目前，
全椒已建成示范点、示范基地18处，服务1000多户13万亩。

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发展之路，但提升效益，实现“做大”一
产业到“做强”一产业的转变，仍需要在延伸链条上发力，加速
三产融合，有效延伸小龙虾产业链，提升“虾兵虾将”附加值。

补短板、强弱项、延链条，全椒县小龙虾产业发展思路
清晰。

2021年以来，全椒新建小龙虾加工生产线14条，年加
工原料虾2万吨，全县近四成的商品虾可实现就地加工，延
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

新建仓储低温冷冻库7座，库容近5万吨，建设大型交
易市场1个，田头交易市场40多个，基本实现鲜活农产品

“冷链配送、冰鲜上市”。
结合旅游资源禀赋，做精小龙虾三产休闲文化，在县城

闹市区打造一条小龙虾特色美食街，举办龙虾美食节、龙虾
主题纳凉晚会、龙虾烹饪比赛、龙虾宣传语和形象标识征集
等系列活动。

……
全椒龙虾2019年获批安徽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赤镇

小龙虾经济专业合作社和银花家庭农场先后获批国家级稻
渔综合种养示范区，赤镇龙虾经济专业合作社获批国家级
示范社，二郎口镇曹埠村获批国家级“一村一品”（小龙虾）
示范村；“全椒龙虾”获批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安徽省
首批有影响力的绿色食品区域公用品牌，“赤镇牌”小龙虾
被评为安徽省著名商标，2017年荣获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可持续资源老字号品牌奖”……
今日的全椒，正努力让“虾”产业纵向延伸、横向拓展，

推动“全椒龙虾”变成“长红”产业，带动乡亲增收致富，赋能
乡村全面振兴。

“虾兵虾将”里藏着的“致富经”，全椒如何打开？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樊 曦）记者20日从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
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
列车10592列，较现图增加46列；开行货物列车22182列，较
现图增加394列，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
进一步提升。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是铁路部门主
动服务国家战略，深化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客货运
输市场需求，对运输组织做出的一次全面系统调整。

一是扩大京津城际铁路和广深港高铁运能，助力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香港与内地人员往来。采用动车组重联运
行、开行长编组动车组等方式，扩大京津城际铁路运能，每
日增加3.1万个高铁座席；首次开行沧州西经京沪高铁、石
济高铁至石家庄的G字头动车组列车2列。统筹广深港高
铁日常线和高峰线列车开行结构，增加日常开行的跨境G
字头动车组列车18列，其中首次开行成都东至香港西九龙
跨境G字头动车组列车，助力香港与内地人员往来。

二是增开进出东北高铁列车，更好服务东北全面振
兴。其中，首次开行齐齐哈尔南至北京朝阳间4列停站少、
旅速快、旅时短的G字头动车组标杆列车，运行时间大幅压

缩，最快6小时25分可达。
三是西部铁路提质运营，为西部大开发注入新动能。

其中，兰新高铁兰州至西宁段按时速250公里高标运营，首
次开行西宁进京、进沪G字头动车组列车，北京西、上海虹
桥至西宁间分别最快10小时16分、12小时28分可达，西宁
至兰州运行时间压缩至59分钟；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
列车运行时速提升至160公里，首次开行西宁至格尔木间4
列复兴号动力集中动车组列车，运行时间大幅压缩，最快5
小时59分可达。

四是压缩普速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全面调整旅游列车
运行线。科学、均衡安排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车站、停站时
间，直通普速旅客列车平均压缩全程运行时间约23分钟；全
面调整旅游列车运行线，安排满洲里至深圳东等长途运行
线27条、北京丰台至黄山等中长途运行线14条、太原至中
卫等短途运行线29条。

五是大力增开货物列车，提升铁路保通保畅能力。包
括优化主要干线列车开行结构，进一步提升出疆、入关货运
能力，增加兰新、沈山、浩吉、京九铁路等主要货运通道货物
列车98列；开行乡村振兴班列15列，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等。

全国铁路7月1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