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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新能源电池新赛道迸发产业新动力
滁州日报讯 近年来，随着“双碳”战

略实施， 新能源电池产业迎来发展机遇。
滁州市抢占新赛道，围绕新能源电池产业
链强链补链，聚力“双招双引”，强化“多链
协同”，推深做实新能源电池产业链“链长
制”， 全力推进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 “扎
堆”发展。截至目前，全市新能源电池产业
链企业总数已达 60 多家， 其中规上企业
22 家，2022 年实现产值超 90 亿元。

据悉，滁州市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编制了《滁州市“十四五”新能源电池
行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全市新能
源电池实现产值 640 亿元 ， 实现产能
105GWh，其中动力电池 61GWh、储能电
池 44GWh， 着力将新能源电池产业打造
成为产业新增长极。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新能源电池
产业链专班和产业链党委，坚持链长高位
招商、招大引强，成立 10 个县干专业招商
小组，分片作战，瞄准头部企业，通过以亲
招商、协会招商、基金招商等形式，引进、
培育一批链主企业。目前，已有弗迪电池、
星恒电源、 利维能电池等项目落地投产，

力神电池、国智新能源、昆宇新能源、天合
储能等一批投资超百亿元的动力电池和
储能电池项目加快建设。

在招大引强的同时，滁州市积极培育
产业生态。 实施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行
动，按照“龙头+配套”的模式，引进一批配
套企业，产业链涵盖锂电池上游电极材料
及辅材配套，中游电芯、电池包及 pack，下
游的充电桩、电池回收利用等。 成立八大
产业链新能源电池子基金， 资金规模达
10 亿元，支持项目招引和产业发展。 着力
提升产业链创新能力，支持新能源电池企
业建强研发平台，现已建成省级以上研发
平台 6 个，并引进南京大学天长新材料与
能源技术研究中心。

此外，在帮扶帮办方面，产业链专班
加大对产业链重点企业和签约落地项目
的帮办服务力度， 积极落实要素保障需
求。 按照“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
投产一批”的思路，谋划储备产业链重点
项目，及时跟进项目投达产情况，主动帮
助协调解决存在问题， 推动项目早落地、
早开工、早达产。 （记者 李文刚）

合肥两大湖将“拆围透绿”
安徽商报讯 7 月 26 日从合肥经开

区获悉，合肥翡翠湖、南艳湖“拆围透绿”
项目正式启动招标，沿线将改建一批重要
节点，方便市民游玩。

7 月 25 日， 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
市场发布合肥经开区翡翠湖、南艳湖“拆
围透绿”项目招标公告，拟对翡翠湖风景
区、南艳湖公园进行拆围透绿，围墙总长
约 11.6 公里，计划工期约 150 天。

按照计划，南艳湖保留清华启迪科技
城 600 米围墙，其余围墙全拆除；保留原
有 3 处主要出入口的基础上，开辟人行出
入口 15 处； 结合新增出入口布设非机动
车停车区； 改造南艳湖公园内的沥青环
路， 沿现有环路内侧修建一条宽 2.4 米、
长 4700 米的五彩塑胶跑道。

翡翠湖保留翡翠湖迎宾馆现有1600

米围墙 ，其余围墙全拆除 ,迎宾馆围墙
需闭合 。 保留原有 6 处出入口基础上 ，
新增 9 处人行出入口 ,整体设计强化翡
翠湖 “爱情 ”主题氛围 ，营造网红打卡
点。

同时，项目将对进入公园的步行系统
进行优化， 围绕对外开口的 13 个重要节
点改造升级。 包括：合肥市云外路与石门
路交口、松林路与石门路交口、松林路与
环翠路交口、丹霞路与环翠路交口、环翠
路与翡翠路交口；南艳湖东大门、石门路
与清潭路交口、 石门路与习友路交口、观
海路与习友路交口、 慈光路与习友路交
口、清潭路与锦绣大道向北 300 米、耕耘
路与清潭路交口等。

据悉,项目暂定于今年 9 月开工。
(记者 郜 征)

芜湖：拿出争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线路图”
合肥晚报讯 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

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
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 前几天，芜湖
市出台工作方案提出，到“十四五”期末，
力争创建成为“国字号”历史文化名城。目
前，安徽省有 7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除
芜湖之外，全省还有多地在争创这一“国
字号”荣誉。

今年 6 月， 芜湖市政府第 44 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芜湖市历史文化名城创建
工作方案》。 前几天， 该方案正式对外公
开。 芜湖市将成立芜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此次方案提出，力争 2023 年底，萧家
巷历史文化街区（暂定名）报安徽省人民
政府批准公布；力争 2024 年底，弋矶山医
院-芜湖造船厂历史文化街区（暂定名）和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
布；到“十四五”期末，力争通过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验收。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过程复杂，要
求严苛，且由国务院确定并公布。

对此，芜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表示，
作为安徽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沿江通
商口岸、近代四大米市之首、中西方文化交
融地、 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四十城之一
和长三角区域创新发展之城， 芜湖市在全
省历史文化价值中拥有突出的地位。

目前， 沿江地区同样突出的安庆在
2005 年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沿江
城市全部为历史文化名城。 因此，在省住
建厅组织编制的《安徽省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体系规划》中，推荐芜湖申报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3 月，安徽省政
府出台的《关于支持芜湖市加快建设省域
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建设
区域文化旅游和消费中心，支持芜湖创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记者 方佳伟 实习生 韩佳辉）

蚌埠港上半年货物吞吐量增长 14%
蚌埠日报讯 日前，随着吊臂将一件件

货物放入货船，位于马城镇的大禹港口正式
开港。 截至目前，全市经营港口已达 6家。

据蚌埠市海事中心统计，今年 1 月至
6 月， 蚌埠港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897.7
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4%；集装箱吞吐量
50570 标箱，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 其中
外贸集装箱 1642 标箱。 港口货物以大宗
散货为主，矿建材料、煤炭和粮食等大宗
散货是蚌埠港的主要货种。

近年来， 蚌埠市不断优化航线布局，
目前已开通太仓、上海外贸集装箱航线 2
条，阜阳、周口、连云港等内贸集装箱航线
9 条，江淮运河入江中上游通道通航最高
缩短运距 300 余公里。 目前，蚌埠港口现
有泊位 33 个， 设计吞吐能力 1900 万吨、
集装箱 10 万标箱。

蚌埠市围绕高标准水运发展规划，先
后实施了航道畅通工程、 港口群建设工
程、物流系统工程等项目，水运高质量发

展步伐全面加快。 作为全国 36 个主要内
河港口之一的蚌埠港，已成为淮河流域重
要的水路交通枢纽港和皖北地区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的重要节点。 目前，全市共有
航运企业 168 家，各类船舶三千余艘、650
万载重吨，船舶保有量及总载重吨均居全
省第 2 位，其中集装箱船、甲板货船数量
居全省第 1 位。

蚌埠市不断完善“一主三辅”港口群
功能， 直达上海港主要航线水运时效由
10 天压缩至 3.5 天。 引入宁波远洋运输公
司开展外贸业务，开通甬蚌铁海联运直达
班列，全程货运时间压缩至 30 小时。 新引
进新海丰、 中外运等 3 家外贸海船公司，
通过“离港确认+船边直提”模式，有效提
高通关效率。 另外，积极搭建银企交流平
台，帮助解决水运企业应急转贷、保险服
务等问题， 联系金融机构新增授信额度
3000 万元，为推动淮河水运经济发展增添
了动力。 （记者 李 景）

合肥上半年新增 4.8 万个学位
公益性项目半年完成投资 52.35亿元，创历史新高

合肥晚报记者 刘小容 刘君怡

从 “幼有所育” 到 “老有所托”，
今年合肥为办好民生实事， 在公益性
项目中下足了 “手笔”。 今年上半年，
合肥市级政府投资公益性项目已完成
投资 52.35 亿元， 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60.1%， 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95.6%， 半
年完成投资创历史新高。

安徽首家公办 “医养结合” 机构
日前正式开放， 合肥首家中医院下半
年即将建成， 瑶海区板桥里幼儿园将
于今年秋季投入使用， 合肥八中运河
新城校区也正在加紧建设……7 月 26
日， 记者走访了多个百姓关注的民生
项目。

拓展供给公共教育资源
新建 60 所中小学、 幼儿园

7 月 26 日， 走进瑶海区板桥里幼
儿园， 这里除了教室 、 图书阅览室 、
音体室等常规教学场所， 还新建了天
空农场、 攀爬山丘、 自然课堂、 游戏
沙池 、 戏水池 、 彩虹树屋等活动场
地。

板桥里幼儿园总园长王燕告诉记
者， “因为这里周边住宅小区很多 ，

为了缓解周边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 ，
我们幼儿园拟设 18 个班级 ， 可以提
供 540 个学位 。” 该幼儿园于去年 7
月开工， 今年 9 月将正式开园， 迎接
第一批新生。

在合肥西边， 合肥八中运河新城
校区正在加紧建设。 记者在施工现场
看到， 宿舍楼、 教学楼、 实验楼、 艺
术楼等单体建筑已经封顶， 目前工人
们正在进行主体结构完工后的二次砌
筑和装饰装修。

合肥八中总务处副主任刘宝如介
绍 ， 合肥八中运河新城校区总投资
16.72 亿元， 总建筑面积约 24.7 万平
方米， 办学规模计划在 6450 人左右。
“争取明年 9 月正式开学。”

合肥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三
级主任科员裴阳阳介绍， 截至今年 6
月底 ， 全市已建成中小学 21 所 、 新
增学位 3.2 万个， 幼儿园 39 所、 新增
学位 1.6 万个， 完成年度计划 75%。

增强医疗保障能力半年
新增托位 1.63 万个

今年 3 月， 合肥市二院老年护理

院正式运营， 这是安徽省首家大型综
合性 “医养结合 ” 机构 ， 集健康管
理、 医疗、 康复、 养老、 照护、 临终
关怀 “六位一体 ”。 走进护理院 ， 中
庭花园古色古香， 木质墙沿颇有徽派
韵味， 健身设施一应俱全， 现已有老
人入住。

与此同时， 合肥首家中医院———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新区已经进入建
设收尾阶段， 主体结构已完工， 正在
进行幕墙及机电安装施工， 计划今年
年底竣工交付。 建成后， 该院将提供
集预防保健、 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
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聚焦医疗服务， 目前合肥还有多
个公益性项目正在建设 。 裴阳阳透
露 ， 市为民服务用房现已完成竣工
验收 ， 下半年将投入使用 ； 市空港
医院、 市三院新区 （市中医院 ）、 市
妇幼保健院和市口腔医院滨湖分院
将在今年内完工 ； 市儿童医院新区 、
省半汤疗养院康养中心 、 市中心血
站新站 、 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等项目正加快建设 。 “聚焦 ‘一老
一小’， 合肥上半年新增了 1.63 万个

托位， 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52.35 亿元投入民生项
目已完成 60.1%的年度投资

朝着 “幸福之城 ” 的目标前进 ，
合肥今年加强了全市的公共服务资
源供给 。 仅今年上半年 ， 市级政府
投资公益性项目就完成了投资 52.35
亿元， 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60.1%、 超
序时进度 10.1 个百分点 ， 完成投资
同比增长 95.6%， 半年完成投资创历
史新高 。 今年 1-6 月 ， 全市教育领
域投资同比增长 43.5%、 卫生领域投
资同比增长 22.4%。

除了在百姓们最为关注的教育 、
医疗两大领域发力 ， 在文化体育 、
公共安全 、 政务服务等领域 ， 合肥
的公益性项目也开足马力 。 今年 ，
滨湖会展中心二期 、 学林体育公园
已全面交付使用 。 市科技馆新馆 、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 市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预计下半年向市民开放 。 市
中心图书馆 、 市美术馆 、 包河全民
健身中心 、 新站工人文化宫等项目
正加快建设。

六安：发放首笔企业“续贷过桥”资金
皖西日报讯 7 月上旬 ， 六安一

家从事资产运营管理业务的商业运营
公司一笔 2000 万元贷款即将到期 。
恰逢公司发展处于上升期， 流动资金
需求量急剧增加， 但如若不能按期还
款， 将进入银行信贷黑名单， 银行或
将抽贷。 就在公司负责人张总犯难之
际， 市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
台 (简称市 “信易贷” 平台 ) 及时提
供的 2000 万元 “续贷过桥 ” 资金解
了他的燃眉之急 。 7 月 14 日 ， 拿到
全市首笔 “续贷过桥” 资金的张总激
动不已：“过桥资金真是 ‘雪中送炭 ’
啊， 不仅让我们缓了一口气， 也让我
们有更多的精力谋划未来。”

“融资难 、 融资成本高是困扰小
微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 特别在当
前实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宏
观形势下 ， 企业发展举步维艰 ， 还
贷续贷是接续企业发展资金链条的

‘救命稻草 ’， 成为维持企业发展的
关键环节。” 市公共信用服务中心副
主任韩燕来告诉记者 ， 对于小微企
业而言， 一方面银行贷款即将到期 ，
另一方面企业资金都占用在生产经营
各环节 ， 企业要想继续获得银行支
持 ， 必须还旧贷新 。 而为了偿还贷
款 ， 焦急的企业主想方设法筹集资
金， 要么挤占流动资金， 要么通过民
间借贷融资。 前者影响企业正常的生
产经营 ,而后者则有高昂的融资成本，
对企业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

在这个节骨眼上， 谁来扶企业一
把 ？ 为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题 ,促进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政府 “续贷过桥”
资金应运而生 。 六安这家商业运营
公司 2000 万元 “续贷过桥 ” 资金的
发放在六安市仅仅是个开始 。 今后 ，
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
的小微企业 ， 银行贷款到期出现暂

时资金周转困难 ， 合作银行同意续
贷或新发放贷款的，“续贷过桥 ”资金
都可以向其提供临时性资金支持 。
“续贷过桥”资金实行单笔限额管理 ，
原则上最高不得超过 2000 万元 ， 并
且不得超过续贷额。

六安市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卜石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
“以续贷周转金 100 万元计算 ,每天利
息仅需约 333 元。 若小微企业从民间
渠道短期融资， 按日利率 0.5%计算，
每天需支付利息 5000 元。 ”“使用‘续
贷过桥’ 资金可按照低于市场过桥利
率来支付费用， 大大节省了企业融资
成本。” 韩燕来介绍 ， 由政府主导设
立的 “续贷过桥” 资金不以盈利为主
要目的， 资费要明显低于企业社会融
资成本 ， 是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
贵、 还贷难， 短期资金缺一口气、 接
不上桥等困难的有效举措。 市 “信易

贷 ” 平台的建设 ， 让守信企业享受
“信用红利”。

“六安市以 ‘信易贷 ’ 平台为抓
手， 通过建立 ‘信易贷’ 联动协调机
制、 加大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应用、 优
化完善 ‘信易贷’ 平台功能等主要举
措， 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大
力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市国有大
数据公司技术部负责人李啟成介绍说。

市 “信易贷” 平台作为政府主导
的企业融资综合服务平台， 现已入驻
金融机构 34 家,在线金融产品 143 个，
入驻企业超 13 万户， 设有金融超市、
特色产品专区、 园区 E 贷等栏目， 此
次上线的 “续贷过桥” 产品， 既满足
了小微企业 “短快急频” 的贷款周转
需求， 又有效压缩了因周转资金难造
成的民间借贷隐患 ， 这种 “杠杆效
应” 将逐步凸显。

(记者 康家佳)

7 月 26 日，记者从合肥市交通
运输局获悉，合肥都市圈“大外环”
高速北环线———滁州至合肥至周口
高速公路合肥段项目涉铁工程转体
桥主墩桩基正式开钻， 标志着项目
取得阶段性突破。

据悉， 滁合周高速合肥段涉铁
工程自东向西依次上跨合蚌客运专
线、淮南线、京港高速铁路，全线总
长度 1315 米，均为桥梁工程，采用
悬臂浇筑后平面转体跨越铁路，转
体桥跨度大、 吨位重且临近铁路营
业线，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风险性
高，且协调事项复杂，是全线的关键
控制性节点工程。

该工程于 4 月 13 日正式开始
施工。 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快速有序
推进，85 米 T 构转体主桥桩基 7 月
10 日正式开工，92 米 T 构转体主桥
桩基计划 8 月初施工。 7 月 20 日，
首片预制箱梁顺利浇筑完成， 桥梁
上部结构施工正式拉开帷幕， 实现
涉铁工程的全面开工。

滁州至合肥至周口高速公路合
肥段是《国家公路网规划（2022-
2035 年）》 中 G9912 合肥都市圈环
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可
有效提升合肥市综合交通枢纽辐射
能力， 对促进合肥都市圈与长三角
其他地区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新安晚报讯 记者 刘 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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