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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严） 8 月 14 日，淮河早
报、淮南网记者从市排灌总站了解到，我市大
中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361 万亩，占全市耕地
面积约70%。

据介绍，近年来，全市水利部门把大中型
灌区建设管理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稳经济大盘
的主阵地，2022年申报获批凤台县永幸河大型
灌区1处，淠史杭、茨淮新河大型灌区分别将
寿县、凤台县片纳入“十四五”大型灌区续建
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实施完成1处中型灌
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推进7处中型灌区续
建配套和节水改造项目前期工作，完善大中型
灌区灌排工程体系。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做好配套改造等工
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加码”。

加快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改造进程。编制
完成朱集灌区等11处中型灌区改造工程立项建
议报告，报送水利部，列入全国中型灌区改造
项目库。引导和支持县区通过发行非标专项债
落实配套资金，开工建设了凤台县永幸河大型
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
已完成投资8100万元；全面完成投资1167万元
的潘集区龚集中型灌区续建和节水改造项目。
规范工程建设管理，进一步提高灌区供水效
益，提升农田灌溉和排涝保障能力。

规划再细化，协同推进灌溉排涝工程建
设。市水利局积极争取相关部门支持，强化水
利和农业农村部门协同配合，共同编制全市农
田灌溉发展规划，协同推进大中型灌区改造与
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将大中型灌区打造成高
标准农田。结合大中型灌区布局，摸清现状底
数，将灌区工程、供用水等信息逐步实现数字
化，尽快实现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与灌区内高标
准农田建设面积的数据共享，为协同建设提供
基础支撑。

服务再深化，推进已建成灌区标准化管
理。市水利局将坚持“建管并重”的原则，创
新方式方法，全面推进大中型灌区标准化管
理，落实灌区用水总量控制和节水灌溉，不断
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努力建设“设施完
善、节水高效、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现代
化灌区。

改造大中型灌区
保障粮食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李严） 粮食收购事关农
民增产增收，事关国家粮食安全，抓好夏粮
收购工作对维护粮食市场稳定、保护种粮农
民利益具有重要意义。8 月 11 日，淮河早
报、淮南网记者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
到，在今年夏粮收购工作中，我市严格按照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全面落实国家粮食
收购政策。截至目前，全市入统粮食企业收
购小麦 47 万吨，其中国有企业收购 6.5 万
吨，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

据介绍，为了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
惠，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抓工作统筹，成立
夏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分片督导县区落实
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制定夏粮收购工作方
案，健全粮食收购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形成
夏粮收购工作合力。

为了做到“有人收粮、有钱收粮”，市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加强粮食收购备案管理，
备案粮食收购企业271家，完成收购贷款审
批 5.61亿元，杜绝向售粮群众“打白条”现
象，落实仓容64万吨，其中高大平房仓32万
吨，满足小麦收购工作需要，做到“有仓收
粮”。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落实政府粮油储备
均衡轮换制度，今年省市政府储备小麦轮换
任务共3.9万吨。其中省储小麦1.7万吨，市
储小麦2.2万吨。截至目前，轮入省级储备小
麦 1.5 万吨、市级储备小麦 0.9 万吨，预计 8
月底前完成轮换任务。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探索政银企合作模
式，落实夏粮市场化收购贷款1.66亿元。国
有粮食企业利用仓容、技术优势，与粮食加

工企业开展代收代储合作。同时，引导多元
市场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形成主体多元、渠
道多样、优粮优价的粮食收购新格局。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动对接种粮大户
等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售粮需求，广泛应用

“惠三农”APP和智慧皖粮“售粮通”系统，
充分发挥11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提供
代清理、代烘干、代储存、代加工、代销售
等“五代”服务，减少粮食产后损失。

据了解，为了依法维护夏粮收购市场秩
序，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贯彻《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制定夏粮收购监管方案，综合运
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信用监管、动
态监管等手段，突出重点环节监管，严查快
处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未收到投诉及
举报件。

抓好夏粮收购，做到有人收粮、有钱收粮

夏粮入库 颗粒归仓

（上接1版）
另一方面，日常摊点群管理采取专

业管理和行业管理相结合，安排执法人
员联合物业管理人员对两摊点群进行巡
查管理及时处理违规问题，要求物业加
强对摊点群卫生保洁，设置停车场和施
划非机动车停车线，方便消费者停车，对
违章停放车辆管理处罚到位。联系市场
监管、消防、卫生、安监、燃气、供电、供水
等部门定期对摊点群进行检查，督促美
食街及时小吃摊全部更换带二维码合格
液化气罐、波纹管、3c认证灶具。

淮南四号路美味扑鼻香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如果把

淮南的美食夜市排排位，田家庵区“四号
路”肯定是第一梯队的存在。

这里两步一个摊位，五步一个档口，
无论是数九寒冬还是炎炎夏日，都挡不
住闻香而至的汹涌人潮。

生猛海鲜、煎炸烹煮，要吃的有吃
的、要喝的有喝的，在四号路，美味总是
让人寸步难行，流连忘返。

“这里价格公道，味道好，我几乎每
周都带朋友来这里撸串吃海鲜。”8月14
日晚，市民姚先生在四号路一烧烤摊位
前，排队 10 多分钟，花 40 元买了两盒烤
扇贝、两盒烤生蚝。回到餐桌上，他和两
位好友就着啤酒，嬉笑间，便将四盒海鲜
吃到渣都不剩。

“热闹、实惠、美食多”。一位穿着时
尚的年轻女士这样评价四号路夜市，她
说，“这里烟火气已经很浓了，如果整个
夜市的环境再提升一下就更好了。”

这个夜市的物业负责人蒋玉芝介
绍，每天下午3时到深夜11时，他们会安
排专门人员持续在市场内不间断巡逻，
以维护四号路夜市市场秩序和环境卫生
干净整洁。凌晨3时，保洁人员会对整个
夜市进行一次地毯式清扫，确保天亮后，
四号路整洁一新。蒋玉芝说，“夜市经营
期间，我们虽然一直在尽力维护现场秩
序，尽最大努力保持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但市场内还是存在个别市民乱丢卫生
纸、方便袋等垃圾现象，希望这类不文明
行为越少越好。”

摊点“安家”工程点亮夜经济
摊点占道经营是城市管理的“顽

疾”，“小摊点”背后折射出的是“大民
生”。如何处理好市容与繁荣、城市“面
子”与摊贩“肚子”之间的关系，既是老问
题，也是新课题。

记者在淮南市城管局采访中得知，近
年来，淮南市城管局逐渐摸索总结出“流
动摊点固定化、固定摊点规范化、规范摊
点精品化”这一具有淮南特色的摊点安置
管理服务模式，实现了市容、繁荣、民生的
有机统一，打造了“夜经济”新亮点。

流动摊点是对城市经济的重要补
充，“摊点经济”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
性和必要性，淮南市城管局把摊点治理
工作思路从“严防死守”转变到“引导服
务”上来，推动市政府出台《淮南市临时
便民摊群点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了“总
量控制、合理布局、便民利民、规范有
序、属地管理、部门监管”的原则，细化
建管标准，印发《淮南市临时便民摊群
点建设管理指导意见》，有效提升了规
范化摊群点建设和管理的规范性和可操
作性。

针对饮食摊点油污、油烟、垃圾污
水等脏乱差问题严重的情况，淮南市城
管局坚持迎难而上，把饮食摊点治理作
为重中之重，采取疏堵结合方式，推进
饮食摊群点市场化建设、规范化运营、
特色化提升，推动城市管理与“夜经
济”协同跃升。一是以市场化运作加快
摊群建设。截至2023年8月10日，全市
共设置临时便民摊群点52处，提供摊位
2098个（其中属于城管部门监管的有26
个,可容纳摊点约 1018 个），维护了市
容、提供了岗位、促进了就业、保障了
民生。二是以规范化服务积极引摊入
市。在引导流动饮食、小吃摊点经营户
进入摊群点经营过程中，城管部门上门
宣传、主动沟通，帮助经营户算好经济
账、守法账、健康账，打消经营户的顾
虑，主动与摊群点建设运营公司签订入
市经营合同，主动入市入场经营。三是
以特色化小吃打造精品亮点。鼓励摊群
点结合实际提档升级，不断推出特色小
吃，致力于打造特色品牌，提升顾客消
费体验，激活城市活力、释放消费潜
力。目前，商贸小吃街、洞泉美食城等
特色小吃摊群点已经形成了集聚效应，
受到越来越多的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喜
爱，成为“夜经济”的新亮点，“网
红”直播打卡地。

淮南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下一步市城管局将积极顺应广大市
民的需求和期待，疏堵结合、规范管理、
协调协作，助力点燃城市“夜经济”，增添
消费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