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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都市圈“大外环”高速捷报频传
安徽商报记者 刘静文

2022 年底，合肥都市圈“大外环”高速
东环线———明光至巢湖高速公路合肥段正
式通车。 日前，记者从合肥市交通局获悉，
目前合肥都市圈 “大外环” 高速又有新进
展，“大外环” 的全貌将一步步呈现，“两环
十三射多联”高速公路网初现雏形。

北环线打下第一桩
合肥都市圈“大外环”高速全长 282.4

公里，可辐射周边通勤 1 小时到达庐江、舒
城、桐城、六安、淮南、滁州等城市。

2 月 2 日，伴随着旋挖钻机的轰鸣声，
合肥“大外环”北环线———滁州至合肥至周
口高速公路合肥段项目打下第一桩， 这标
志着合肥“大外环”北环线进入实质性施工
阶段。 滁州至合肥至周口高速合肥段项目
全长约 85.911 公里， 项目起点顺接 S14 滁
州至合肥高速公路滁州段，途经肥东县、长
丰县后， 终点顺接 S16 合肥至周口高速公
路寿县刘岗至保义段， 全线设计速度 120
公里/小时，建设工期 3 年。

南环线初步设计取得批复
此外，记者了解到，近日 ，G9912 合肥

都市圈南环线———S18 宁合高速公路合肥

段初步设计取得批复， 标志着项目建设又
迈出关键一步， 为全线开工建设奠定了坚
实基础。

项目路线起于巢湖市烔炀镇西南侧，
顺接在建的芜湖至合肥高速公路肥东支线
及规划的合叶高速公路、 明合高速公路交
叉枢纽，自西向东，经烔炀镇、中 镇、夏阁
镇，终于夏阁镇东侧合肥市、马鞍山市交界
处。项目全长 34.157 公里，总工期 36 个月，
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速度 120 公里/小时。

西环线取得多项重要进展
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合肥段为 G9912

合肥都市圈环线西环线。记者了解到，目前，
该项目两阶段勘察设计取得多项进展，先后
完成施工图设计阶段地质勘察验收、安全性
评价报告审查和施工图审查会工作。

项目起点位于新桥机场与淮南交界
处， 终点位于肥西县丰乐镇新仓社区与六
安交界，全长约 58.692 公里，双向六车道，
路基宽度 34.5 米。 设计速度 120 公里/小
时。下阶段，合肥交投将积极推进项目路基
路面施工招标及土地组卷报批等开工准备
工作。

2023芜湖航空马拉松将于 3月 26日鸣枪开跑
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记者 郑道

锦）一往“芜”前，飞向春天。 芜湖航空马拉
松组委会 15 日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突出航空主题的 2023 芜湖航空马
拉松将于 3 月 26 日鸣枪开跑。

2023 芜湖航空马拉松是由安徽省体
育局和芜湖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并经中国
田径协会最高等级认证 A1 级的马拉松赛
事。 作为安徽省 2023 年马拉松赛事首跑，
“芜马”是推动省委省政府“暖民心”快乐健
身行动在湾沚区落地生根的重要举措。

比赛围绕展现芜湖城市建设、 航空经
济发展的办赛思路，以体育搭台，航空和文
旅唱戏，总规模为 10000 人，设有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和航空欢乐跑（5 公里）三个项
目。

本届芜马将打造全新的“航空”主题赛
事品牌视觉体系，创造性地在赛事主视觉、
赛事奖牌、选手服装、赛道美术陈列、赛事

加油助威点等多个竞赛环节融入“航空”元
素，让跑者在体验竞技的同时，感受“芜湖
起飞”的航空梦想。

赛事奖牌由芜湖航空马拉松和中电科
芜湖钻石飞机联名推出， 正面以中电科钻
石飞机 DA42 螺旋桨为主要元素， 色彩呈
现航展“拉烟”效果；背面则体现芜湖鸠兹
广场、长江大桥等城市地标。整个奖牌集中
展现了芜湖这座千年古城的英姿。

比赛赛道的起点设置在芜湖空港会展
中心，赛道途经芜宣机场，选手们在经过城
市赛道时可直观地感受芜湖湾沚航空科技
发展和航空企业。 主办方将在赛事期间举
办特色航空展， 报名者将有机会参观航产
中心、体验航空虚拟试驾，也可以在当地 2
月—3 月的文旅节期间参观景点。

组委会还特别聘请了中国田径女子
800 米著名运动员王春雨， 安徽芜湖联合
飞机公司董事长田刚印担任形象大使。

新型智能功率模组项目在蚌埠开工
安徽日报讯 近日， 总投资 5 亿元的

仙芈智造新型智能功率模组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在蚌埠正式开工。

项目位于中国（蚌埠）传感谷内，将建
设高端功率半导体芯片产品的研发及先进
封装生产线，产品可广泛用于冰箱、空调、
洗衣机、变频器、水泵、风机、电动工具、汽
车级氮化镓器件模组等细分市场。 建成后
可年产 3000 万颗工业级智能功率模块产
品、1000 万颗汽车级智能功率模块产品 、

1000 万颗氮化镓芯片。 预计全部投产后，
年销售收入可达 12 亿元，助推蚌埠市智能
传感器上下游企业集聚，完善产业链条。

中国（蚌埠）传感谷是我省支持建设的
“三谷”之一，也是蚌埠市打造智能传感产
业集群的核心承载平台， 现已集聚重点企
业 27 家， 初步形成集智能传感器研发设
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下游应用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体系。

（通讯员 靳 瑾 记者 孙言梅）

六安发布实施“大别·乡宿”标准
安徽日报讯 记者近日从六安市文化

和旅游局获悉， 由该局牵头制定的地方标
准《大别·乡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发布实施。

该标准从整体环境、建筑布局、设施设
备、服务要求、管理运营、主题特色等 6 个
方面提出了“大别·乡宿”的基本要求。 “大
别·乡宿”标准要求为：“利用民居、校舍等
资源，建设具有大别山地域特色，主人参与
接待，体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小型住宿设
施”，突出民宿特性与乡土性、地域性、时尚

性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该标准引导“大别·乡宿”风格布局要

融入大别山红色文化、 大别山生态文化、皋
陶历史文化、淮河文化、淠史杭水利文化、皖
西民俗文化等六大六安地域特色，围绕非遗、
民俗节庆、历史典故等推动特色民宿发展。

2022 年，六安市实施“生态原味·乡宿
六安”旅游民宿“1289”工程，全年新改建精
品民宿 70 家，完成投资约 4.5 亿元。

（记者 袁 野）

《和县猿人遗址防护工程设计方案》正式获批
马鞍山日报讯 2 月 14 日， 记者从市

文旅局获悉， 近日， 省文物局正式下发文
件，同意实施《和县猿人遗址防护工程设计
方案》，标志着马鞍山市和县猿人遗址保护
拉开了新篇章。

据了解，《和县猿人遗址防护工程设计
方案》 由和县文物局邀请中国中电集团北
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 主要内
容包括边坡治理、水害治理、遗迹本体防护
三项工程。 目前，和县文物局已根据省文物
局意见，要求方案编制方进一步优化方案，

待方案优化完毕后， 申请国家文物保护专
项资金。

另据了解，目前马鞍山市入选国家文保
资金支持项目共有 6 项， 资金总额近 1800
万元 ， 分别是天子坟本体抢险加固项目
869.69 万元；天子坟安防项目 50.6 万元；市
博物馆馆藏陶瓷类珍贵文物修复项目 57.31
万元； 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
198.46 万元；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数字化保
护项目 313 万元；市博物馆可移动文物数字
化保护项目 299 万元。 （记者 胡 越）

“首店经济”助燃城市“烟火气”

“徽动消费·合肥 GO”2023 合肥首店消费季举行
合肥晚报记者 李润媛

物以稀为贵， 品牌首店以其稀缺
性和鲜明特色，吸引着人们前来打卡，
消费者自发拍照传播， 为自身和周边
商圈带来极高流量，“首店经济” 也随
之产生。

2 月 14 日，“徽动消费·合肥 GO”
2023 合肥首店消费季举行，记者了解
到，2023 年合肥将引入品牌首店不少
于 50 家，力争超过 100 家，多个促消
费活动将于今年陆续“登场”，激活合
肥市民消费潜能，助燃城市“烟火气”。

最长等位 3 小时， 首店
开业人气爆棚

“前两天看到餐厅开业的消息，今
天中午和朋友早早约着过来。 ”2 月 14
日中午 12 点左右，在政务区上班的张
女士在万象城新开的一家西餐厅内就
餐， 作为安徽首店，O'eat 开业现场人
气爆棚， 室内就餐火热， 室外排起长
队。

店铺的火热在商家的预期之中，
O'eat 品牌负责人肖婷告诉记者，正式
开业前，餐厅已试营业两天，客流与预
期相符，每天的翻台率达到六翻。 “现
在的状态是人气爆满， 客人来了即等
位。 ”

在合肥万象城内， 像这样的人气

首店还有很多，于 2022 年 5 月底开业
的安徽首店巴奴毛肚火锅就是其中一
个。

中午 12 点半，巴奴火锅店外坐满
了等待就餐的顾客，店长张娜表示，门
店最长需等位 3 小时，高峰期从 11 点
就有顾客前来就餐。

除了餐饮首店， 珠宝品牌首店的
入驻，也吸引不少合肥市民前来选购。

今 年 年 初 ，Christian Louboutin
和 Van Cleef & Arpels 两个安徽
首店正式入驻合肥银泰中心， 经历过
春节的消费热潮， 高端精品店也迎来
品牌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首店“组团”落户，为商
圈“聚人气”

众多首店纷纷选择落户合肥，原
因何在？

“落户前，我们对合肥做过充分调
研， 发现这边的顾客与我们的目标消
费者比较匹配。 ”O'eat 品牌负责人肖
婷表示， 万象城周边居民消费实力与
餐厅定位相符， 入驻后的客流和销售
额可以体现。

同样，巴奴毛肚火锅（万象城店）
店长张娜也表示， 入驻前所在公司对
合肥顾客的消费力信心较强， 落户合

肥也能帮助品牌扩大其影响力。 “未
来，我们也会根据本地顾客的口味，研
发出更适合本土味道的食材。 ”

首店相继落户， 为商圈聚集大量
人气，成为激活消费动力的重要一环。

近 3 年内， 合肥万象城共引进安
徽首店近 40 家，一头也、巴奴、广莲申
等超 10 家高品质餐饮品牌首进安徽，
为合肥餐饮业吹来“新风”。其中，巴奴
自开业至今月均销售 258 万， 广莲申
单月销售最高达 240 万元。

“合肥市民对于新店的接受度非
常高， 这里也因此成为商业品牌开拓
首店的优先选择。 ”合肥万象城总经理
罗一愿介绍，“目前已入驻的品牌生意
都非常好，这些也会成为优秀案例，让
更多品牌看到合肥优质的消费潜力。 ”

此外， 特色商业街区也成为品牌
首店的汇聚地。在金大地东西街上，华
映 livehouse、贰麻酒馆、胡桃里 、堂口
等娱乐品类首店已成为合肥 “潮男潮
女”的聚集地。

金大地东西街总经理周菊红表
示， 商业街区不仅是促进消费转型升
级的有效抓手， 更是提升城市品牌形
象的闪亮名片。 “未来我们将持续打造
新型消费城市平台， 擦亮合肥 ‘夜名
片’。 ”

计划全年引入品牌首
店不少于 50 家

新的一年， 合肥首店经济将迎来
怎样的发展机遇？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2023 年全
年将引入品牌首店不少于 50 家，力争
超过 100 家，积极开展首秀、首展、首
发等。

与此同时，结合端午、五一、中秋、
国庆等重要节日， 打造出 “周周有活
动、月月有亮点、季季有主题、跨年可
持续”的促消费盛况。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将组织举办特色突出、 各有侧重的系
列活动 ， 每季度促消费活动不少于
100 场，全年不少于 400 场。

“我们会把提振内需、 扩大消费
摆在优先位置， 以 ‘徽动消费·合肥
GO’品牌为引领，将首店经济作为推
动商业模式创新和消费升级的重要
抓手。 ”

店铺陆续入驻， 首店引领效应显
著， 合肥已逐渐成为国内外知名品牌
争相登陆的前沿。

2022 年共有 114 家国内外品牌
首店落户合肥，2023 年以来， 又有 30
家首店入驻开业。

“3+1”：蚌埠创新推出人才培养新模式
蚌埠新闻网讯 近日，蚌埠学院与

北方微电子研究院合作组建的第二期
“兵器微电子定制班”即将开班，与安徽
帝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的 “帝晶
班”已进入定岗实习阶段。“3+1”产教融
合人才培养新模式将促进形成蚌埠市
校院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的新格局。

“兵器微电子定制班”采用“3+1”
联合人才培养模式，由学校推荐、学生
自荐与北方微电子研究院择优的方
式，遴选专业技术人才，为研究院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 选聘北方微电子研究
院高技能骨干人才，承担“兵器微电子
定制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教学任
务。

“今年‘兵器微电子定制班’将迎
来 32 名新生， 他们将在园区工艺线、
专用实验室接受实操培训和专家授
课。”北方微电子研究院人力资源部部
长袁贺伟告诉记者， 授课结束后将对

参加培训的学生进行实践和理论考
核， 通过考核的学生将与研究院双向
选择，签订三方协议留院工作。

科研协作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共同
需求是学校与科研院协同育人的内在
动力。2022 年， 北方微电子研究院与
蚌埠学院联合共建 “安徽省传感器产
业共性技术研究中心”和“微机电器件
与微系统安徽省技术创新中心” 两个
科研平台， 以解决传感器产业发展的
共性、重大、关键技术核心问题。蚌埠
学院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王艳春表示， 科研平台的联合共
建有助于校院之间共享科技资源，提
高教师队伍的专业能力， 促进蚌埠学
院与北方微电子研究院的双向合作。

校企合作促融合， 协同育人谋发
展。“教授博士企业行”是蚌埠学院坚持
四年的“传统活动”。每年的寒暑假，学
校的二级学院、教研室就会组织老师走

到企业中去，了解企业需求，寻找技术
合作的交叉点。“企业行”作为校企合作
的纽带，深化了校企之间的联系，在一
次校长丁明带队的“企业行”中，蚌埠学
院老师们走进安徽帝晶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促成了“帝晶班”的诞生。

2022 年 11 月， 首届 “帝晶班”开
班，电子信息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多个
专业的 42 名学生进入“帝晶班”学习。
“帝晶班”同样采用“3+1”联合人才培
养模式， 在企业导师进校完成一个月
的企业技术培训后， 学生进入企业轮
岗实习， 双向选择定岗后确定企业导
师。 企业导师将结合企业工程项目和
岗位实际，以企业工程实际问题为题，
拟定毕业设计课题，实施校企协同“双
指导”。

“‘帝晶班’ 的学生比在校大多数
同学提前一学期进入企业带薪实习，
实习的过程中， 既可以进一步明确个

人的职业规划，也学到了实打实的‘硬
技术’。” 来自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的
江磊同学， 以综合成绩第一名的好成
绩进入“帝晶班”，并担任班长一职。他
说，通过在“帝晶班”的学习，迅速适应
了工作节奏， 顺利地完成了从学生到
“职场人”的角色转化。目前“帝晶班”
17 名学生已经完成毕业设计选题，并
已全部签订三方就业协议。

记者了解到，2022 年 10 月，蚌埠
学院与安徽帝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了 《共建电子信息省级高峰培育学
科合作框架协议》，全面推动校企双方
优势互补、共建成果、共享平台。王艳
春表示，下一步，蚌埠学院将与安徽帝
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申报安徽省
重点实验室，依托高峰培育学科，共建
科研平台，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升
蚌埠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和产业化水
平。 （尤靖文）

欧梅迎春
2 月 14 日， 在滁州市

琅琊山风景区内，游客们在
欣赏欧梅。随着气温的逐渐
升高，被誉为琅琊山“镇山
之宝”、 现今尚存的四棵千
年古梅之一的琅琊山“欧
梅”，开始渐次绽放，吐露芳
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前
来，一睹芳容。
滁州日报记者 卢志永 摄

坩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