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挡提速，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
———潘集经开区（北区）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

本报记者 周 玲

万物勃发春光好 ， 处处皆闻奋蹄
声。 来到潘集经开区（北区），一个个重
点项目似一株株“春苗”，沐浴阳光、破
土而出； 一个个施工现场紧锣密鼓、你
追我赶，项目建设“进度条”全速刷新 ，
发展的铿锵脚步正稳步前行。

标准化厂房建设鏖战正酣，一天一
个样！ 5 栋在原有基础上改建的四层标
准化厂房进入内部装修阶段，新建的标
准化厂房主体工程达到“正负零”。 现场
机械声隆隆作响， 工程车辆来回穿梭，
工人们争分夺秒紧张作业。

“今年 1 月开工建设，100 多名施工
人员合理轮班，‘白加黑’‘五加二’连天
加夜赶进度，春节期间依然安排留守人
员坚持施工，计划今年 5 月竣工。 ”开发
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一期标准
化厂房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占地 69.71
亩，总建筑面积 7.2 万平方米，建成后可
招引企业 7 家，预计实现年产值8 亿元，
税收约 2.8 亿元，带动就业 500 人以上。

标准化厂房建设事关招商引资效
率、项目落地速度，事关开发区提档升
级、争先进位。 潘集经开区（北区）在原

有闲置 7 年的厂房基础上进行改扩建，
不仅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还节约
了土地资源、缩短了建设工期、降低了
建设成本，一举多得。

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 开发区依
托自身优势， 将一期标准化厂房定位为
功能制造塑料园，坚持边规划边招商、边
设计边招商、边建设边招商，努力将“施
工图”变成“实景图”。 目前招商形势喜
人，重点引进功能性塑料产业，春节后已
签约 EPS 树脂材料制品等 6 个产业项
目，正在洽谈改性塑料等 3 个项目。

项目前景令人期待。 河北界云科技
有限公司拟租赁 2.5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
房，投资 2 亿元，利用中安公司产品聚
乙烯和聚丙烯为主要原料，生产高压电
缆、光伏电缆、新能源车用电缆、充电桩
用电缆等电缆产品， 预计年产值 4 亿
元，税收约 2000 万元。

安徽福方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拟租赁标准化厂房 1 万平方米，总投资
2 亿元， 依托高温低廉的蒸汽这一优势
生产要素， 利用嘉玺产品聚苯乙烯，建
设现代化 EPS 生产基地， 打造集生产、
物流、 仓储等为一体的亿元级产业区。
首期购置 16 台成型机组大型自动生产
线，生产新型环保材料制品。 仅这一个
项目建成后， 预计年产值 2 亿元以上，

税收约 1000 万元。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 新

春伊始，潘集经开区（北区）坚持“项目
为王”理念，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
工作的主抓手，整体驶入项目建设 “快
车道”。

换挡提速，园区在建的 8 个项目竞
相加快建设步伐。 淮南东利科技年产 8
万吨生物降解材料项目 2022 年 10 月
14 日进场， 整体工作量已完成三分之
一。 “厂区道路、仓库、罐区基础等工程
主体结构进入验收阶段，马上着手开建
厂房和综合楼，今年 7 月竣工土建工程
后进行设备安装，争取 10 月试车。 ”项
目现场企业代表告诉记者，园区为项目
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施工环境，从开工到
建成投产不到一年时间的速度超出了
预期。 据介绍，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销
售收入 6.5 亿元、利税 1.3 亿元。

在建项目加快推进，入驻企业质效
双升。 安徽高林包装有限公司 2020 年
利用原低效厂房进驻， 实现当年签约、
当年开工、当年生产、当年升规，跑出项
目建设“加速度”。 今年企业产值目标 2
亿元，保持 30%以上的增长速度。 企业
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十全员到岗，每
天加班加点 24 小时生产 35 万平方米
包装材料，全力以赴赶订单。 ”

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离不开良好营
商环境的保驾护航。 潘集经开区（北区）
坚持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全力优
化服务 ，让项目进得来 、干得快 、做得
好。

高林包装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
“2022 年 12 月正值年底赶货高峰期，一
天下午车间突然停电，管委会负责同志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联系供电部门，经排
查是地下线缆故障导致，当晚就确定抢
修方案，第二天重新铺设线缆，不到一
天时间就恢复了供电，各方倾心倾力为
企业纾困解难的实际行动增添了企业
做大做强的信心和决心。 ”

从春天启程，向未来出发。 没有什
么比塔吊高耸林立更能传递发展的信
心，没有什么比项目接踵落地更能激发
经济的活力。

新年新气象。 潘集经开区（北区）围
绕江苏海普年产 5000 吨纳米杂化新材
料项目、南京万德斯新能源动力锂电池
材料循环再生项目、 玖泰司盘 80 项目
和在建的东利新材料、益森、屹山、贝诺
森、飞腾天然气等项目全方位加强企业
服务保障，推动在谈项目签约、签约项
目落地、落地项目开工、开工项目投产、
投产项目入规， 园区项目建设气势如
虹，必将为高质量发展汇聚蓬勃势能。

淮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4-0006

网址：Http://www.huainannet.com

2023 年 3 月 6日 星期一

今日 8 版总第 15030 期
癸卯年二月十五 A1

综合新闻
HUAI�NAN�RI�BAO�

我市首家省级特色林业
高质量发展示范园获批

本报讯 记者从市林业部门获悉，
近日，省林业局公布了第二批省级特色
林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名单，凤台县森
林苗圃省级特色林业高质量发展示范
园上榜，这是省级特色林业高质量发展
示范园创建以来我市第一家获批企业。

凤台县森林苗圃是一所集科研、示
范、推广、社会化服务为一体的重点国
有苗圃，先后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
贡献先进集体”“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省级农业高新科技示范园区 ”
等荣誉称号。 该苗圃围绕良种研发与
推广工作，与中国林科院、江苏省·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合作，先
后开展耐湿树种———中山杉不同扦插
基质、不同生根激素、不同处理时间、不
同采条部位、 不同扦插时间等对比试
验，应用全光照喷雾扦插激素、容器育
苗技术、断根育苗技术，为中山杉扦插
繁殖提供技术积累，完成中山杉推广面
积 1.2 万亩， 良种培育面积 1200 亩，年
产中山杉种苗 200 万株， 产值 2000 万
元，在发展生态经济、生态产业，以产业
融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方面发挥了显
著作用。

（本报记者 苏 强）

点燃阅读激情 共建书香校园
本报讯 3 月 2 日，淮南市校园阅

读推广工程阅读点揭牌仪式在田家庵
区第十七小学举行，市少儿图书馆———
田十七小校园阅读点建立， 调配图书
1000 余册。 截至目前，市少儿图书馆已
建立 6 个校园阅读点。

据介绍，此次活动是由市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淮南市少儿图书馆、田家庵
区图书馆、田家庵区第十七小学共同承
办的馆校结合、共建共享校园阅读推广
系列公益活动。 活动旨在大力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引导少
年儿童提升阅读兴趣、 养成阅读习惯、
提高阅读能力、升华思想境界、增强精
神力量，打造书香校园，提升文化品味，
为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淮南建设提供强
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阅读兴
趣，我们为田家庵区第十七小学配送了
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科普等多
方面的图书， 内容丰富多彩、 实用性

强。 ”市少儿图书馆负责人告诉记者。活
动现场，丰富多彩的图书也吸引了众多
学生驻足观看，他们拿起各自感兴趣的
图书认真阅读起来。 “学校目前建有四
间装饰温馨的图书阅览室，这批图书丰
富了我们的藏书，对于学生课外阅读有
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学校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 举办形式多样的校园读书节，
全面提升师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底蕴，
营造‘人人好读书，人人读好书’的浓厚
阅读氛围。 ”田家庵区第十七小学负责
人说。

“市少儿图书馆将免费为 6 个校园
阅读点提供并定期更新阅读资源，点燃
孩子们的阅读激情，与学校共建书香校
园，以实际行动推动校园阅读活动的开
展和落实。 ”市少儿图书馆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在全市更多
中小学、 幼儿园内建立校园阅读点，持
续开展校园阅读推广活动。

（本报记者 张昌涛）

“春风行动”送岗来 促进就业暖民心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李巧玲

“招聘会像一场及时雨，让我们了解
到更多的职业， 也能了解到相应的岗位
需求，机会还是很多的。 ”近日，求职者岳
李霞一大早来到凤台县“春风行动”招聘
会现场，了解到很多适合自己的岗位。

春风送暖季，就业正当时。
为深入推进就业服务工作，促进农

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就近就地就业，凤
台县持续开展“春风行动”招聘会和各
类招聘活动、劳务对接会等。 在凤台县
“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现场，
70 多家企业共发布近 2000 个就业岗
位，现场还设有“一站式就业服务区”，
为求职者精准匹配岗位。

“目前， 根据我们现阶段的简历投
递情况， 需求满足率可以达到 80%，一
季度是一年的开端，这个季度招聘工作

做好的话，对我们后期一整年的工作支
撑、运营、利润达成都有很大的帮助。 ”
安徽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线上、线下招聘不停歇，就业服务
不打烊。为进一步促进就业、保障用工，
目前，凤台县正依托“2023 年春风行动
暨就业援助月”专项服务活动，加大招
聘力度。 通过县、乡、村层层发动，采取
新春招聘会、岗位对接会等形式，全方
位搭建线上线下岗位对接平台，突出对
接精准、形式多样，把用工信息和岗位
送到群众身边，吸引外出人员就近就地
就业，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我们将深入贯彻省委持续深化
‘一改两为’工作部署要求，优化招聘手
段，结合辖区内企业用工实际和群众需
求，实现企业营商环境和群众稳定就业
‘双提升’，全方位、全过程为高质量就
业保驾护航。 ”凤台县就业服务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说。

学雷锋 致青春
3 月 5 日上午， 田家庵区龙泉街道铁三处社区联合安徽理工大学志愿者开展

“学雷锋 助创城”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青年志愿者们捡拾垃圾、打扫卫生、发放宣
传资料、讲解政策，刮起一股青春志愿服务风暴，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沈 思 摄

引 进 康 复“利 器 ” 造 福 脑 病 患 者

本报讯 “我母亲现在手能握起来
了，平时生活也能部分自理了。 ”67 岁的
余阿姨是一名脑卒中偏瘫患者，她的女
儿告诉记者，3 个月前老人右侧半身完
全瘫痪，手一点不能动，安徽理工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
内科专家建议通过经颅磁刺激仪进行
康复治疗。 如今坚持治疗 3 个月后，效
果还是很明显的，家人们都希望通过系
统、科学的康复治疗，可以让老人早日
回归正常生活。

“目前我们也是全市综合医院中首
家引进经颅磁刺激仪设备的。 ”该院神
经内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薛为民指着
一台电脑控制的较大设备介绍说，经颅
磁刺激，是一种新型、无创、安全的物理
治疗方法，它的主要原理是变化的磁场
对脑部的相互作用。 经颅磁刺激产生的
磁场可无损地穿过路过到达脑部皮层
的位置形成感应电场（感应电流）。 不同
的刺激参数具有不同的神经生理效应：
包括神经生化效应； 神经内分泌效应；
神经保护作用等。

初诊患者在接受经颅磁刺激治疗
前， 医生会操作设备测量患者的运动阈
值，电脑根据诊断情况，科学设置刺激参

数、强度、频率等。 “如果是脑卒中偏瘫患
者， 我们会将设备另一端的线圈附着在
患者头部运动区域的皮层， 然后操作设
备进行刺激治疗。 ”薛为民医师介绍说，
这台设备发射的脉冲磁场没有辐射，可
促进药物和康复治疗的效果， 为相应的
脑病患者提供更多更佳的治疗方案。

哪些患者可以接受经颅磁刺激治
疗？ 哪些患者又不适合呢？ 脑卒中后运
动功能障碍、失语、吞咽困难、认知功能
障碍、肌张力障碍、脊髓损伤、癫痫、帕
金森病、耳鸣、意识障碍、慢性疼痛等患
者可以接受经颅磁刺激治疗， 促进脑部
神经康复。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幻听
症状、 睡眠障碍等患者可以通过经颅磁

刺激治疗，促进精神心理方面康复。但是
有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经颅磁刺激治疗，
包括头颅内置有金属异物、 带心脏起搏
器者、有耳蜗植入物者，有颅内压增高者
等；有癫痫病史及癫痫病家族史的患者；
孕妇、婴幼儿等也是慎用。 “一般患者都
是每天治疗一次，每周刺激 5 天，一个疗
程为 4 至 6 周，有疗效后，可根据患者具
体情况减少刺激次数。 ”薛为民医师介
绍说，医院引进这项设备以来，已为 30
多例病人进行治疗 ， 收到了良好的反
馈。 但他也特别提醒，针对慢性疾病治
疗，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才能取得
较好的疗效。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袁誉宁）

春耕科技助力
确保稳产增收
本报讯 近日， 在安丰塘畔的农业科

技示范展示基地戈店村， 一片片绿油油的
麦苗在春风里长势喜人。 村民们在农技人
员指导下 ，给麦田清沟沥水 ，为小麦喷洒
药物。 寿县诚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告
诉记者，该基地每年都承接市县两级水稻
和小麦科技示范，科技专家也经常来进行
科技指导， 并通过基地辐射周边群众，落
实当地粮食生产任务，确保粮食增产农民
增收。

“科技下乡对我们帮助很大， 今年地
里的小麦长势非常好，估计亩产量能达到
八九百斤。我们有了更好的收成，发展信心
更足，以后要种好粮、多种粮，为稳粮保供
作出自己的贡献。 ”位于陶店回族乡的寿县
创新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 已流转土地
2986 亩，合作社负责人对未来发展充满期
待。 当日， 在三觉镇春升水产品专业合作
社， 负责人正向农技人员介绍今年的水产
养殖情况。 2022 年，该合作社稻虾种养 300
多亩获得好收成， 大大增强了合作社发展
信心。

据介绍， 当前正是春耕生产的关键时
期， 寿县农业部门积极组织 350 多名农技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以包村联户服务
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科技服务活动， 指导种
粮大户做好春季田间管理， 科学有序地开
展春季农业生产。 同时组织开展农资市场
专项整治行动，对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
进行监督检查， 确保农资供应量足质优价
稳。 结合实际情况，广泛宣传农业生产“大
托管”政策，动员更多农民积极参与。

（本报记者 张昌涛
本报通讯员 赵鸿冰）

互学互鉴提升志愿服务水平
近日，田家庵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 洞山街道锦里社区、新淮街道文化

社区、龙泉街道铁三处社区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以 PPT 形式，展示了“银龄学堂”“星星家园”“青春暖夕阳”志愿服务项目建
设、工作开展等情况，通过互学互鉴，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项目的培育孵化，促进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提升志愿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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