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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引领促发展 品质经营创未来
———安徽利勤电动工具领先超高效切割领域

本报记者 刘银昌 实习生 张 宁

钢带下料、热处理、焊接、回火、喷砂
处理、研磨、抛光、电泳、防锈……一整套
工艺流程下来， 一枚枚硬质合金圆锯片
从生产线上鱼贯而出 ， 然后经过检测 、
包装、 外运， 出口到海外。

近日， 记者在位于凤台经济开发区
电子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安徽利勤电动工
具有限公司采访时， 看到 6900 平方米厂
房内 80 多台焊接机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焊接 ， 90 多台研磨机机器轰鸣 ， 发出
“沙沙沙” 声音。

“我们目前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
美国、 印度等国家， 每年创汇 500 多万美
元 。 在印度电动工具行业数一数二的
APT—professional、 TRA—POWER 公司
对于我们公司的供货要求是有多少要多
少。” 公司负责人高勤利告诉记者： “目
前公司刚刚搬迁过来一部分， 订单应接
不暇。”

安徽利勤电动工具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注于中高端合金锯片的研发、 生产和
销售的专业公司， 其独立的研发团队拥
有多个自主研发专利 ， 技术实力雄厚 。
总部位于安徽省凤台县智能制造产业园
17 栋， 完成二期投资后， 厂区总面积达
近 20000 平方米。 公司一直秉承 “以质
量求生存， 以科技求发展” 的理念， 用

心认真做好每一件产品， 致力于为用户
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体验。 公司产品主要
分为木用类、 铝用类和铁用类。 木用类
合金锯片有装潢通用级和专业特殊级 ，
通用级产品主要用于木工板 、 石膏板 、
建筑模板等所有木类材料的切割， 具有
不挑材料、 不怕铁钌、 超耐用、 超经济、
超高效等特点； 专业级产品主要用于免
漆板， 以及各类特殊行业产品的切割工
序。 该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冷切锯片具

有耐用、 环保、 安全、 高效等特点， 主
要应用于钢材类产品的切割。

安徽利勤电动工具有限公司成功落
户凤台县智能制造产业园， 得益于凤台
县始终坚持创新思路 、 优化招商服务 、
拓宽招商渠道 。 凤台县明确招商方向 ，
按照 “缺什么引什么 、 弱什么补什么 ”
的原则， 结合五大新兴产业， 围绕 “三
精二新” 编制凤台县产业招商地图， 明
确园区定位、 占地面积、 发展目标、 产

业规划、 重点企业； 围绕 “建链、 补链、
延链、 强链” 等环节， 有针对性地开展
产业链招商， 推动产业链整体承接、 集
群式转移。

凤台县招商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
者， 安徽利勤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原来在
江苏镇江丹阳， 一次机缘巧合， 招商对
接时发现该公司负责人老家在凤台县岳
张集镇， 在叙家乡情中鼓励他返乡创业，
一拍即合， 2023 年 7 月 21 日洽谈， 8 月
搬迁， 9 月 22 日生产。

正是因为凤台县持之以恒努力营造
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和宽松和谐的政策
环境， 才让投资者投资更加放心、 工作
更加安心、 发展更有信心， 才使得安徽
利勤公司能够在凤台县提供的丰厚土壤
中蓬勃成长， 面向更大的舞台， 为县里
及全市作出更大的贡献。

高利勤告诉记者： “凤台县是我们
大家共同的家园， 充满希望。 作为凤台
县的一分子， 我们愿意尽己所能， 为故
乡投资兴业， 回报家乡父老。 县里的营
商环境极好， 回乡企业同样能有良好的
发展。 员工们既能务工又能顾家， 生活
成本也得到了降低， 因此凝聚力更加强
大 ， 这也是我回乡投资兴业的意义所
在。” 他表示， 公司将会始终坚持 “质量
第一、 用户至上、 诚信为本” 的经营宗
旨， 致力于不断为社会贡献最优质的产
品 ， 不断发展壮大 ， 与社会各界合作 ，
相辅相成， 共创辉煌的未来， 2024 年目
标突破亿元大关， 为淮南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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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 国
人最重要的节日，
春节的文化习俗
作为中华传统文

化的精华，延续了两千多年，承载着民族精神、民族情感、
思想精华，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
文化用习俗体现出来， 不断发展成为全球华人永恒不变
的共同记忆。

说起“年俗”，就会想到贴春联、放鞭炮、穿新衣、吃
饺子、杀年猪、腌腊肉、灌香肠、踩高跷、耍杂技、赶庙会
等，只要具备了这些，再加上过年的心情，年俗显现，年
味儿更浓。 但这些仅是表象，还有内在的孝老敬亲、勤
俭持家、相互扶持等哲理。

《左传》中把“年”解释成“大丰收”。“过年”是农业文
明的产物，其内涵用通俗的话讲就是阖家团聚、享受农闲，
主题是“辞旧迎新”。 写福字、贴窗花、吃饺子、放鞭炮……
从此脉络中都能找到清晰的民俗文化起源。由于我国幅员
辽阔，各地的年夜饭、打年糕、点灯笼、耍龙灯、舞狮子、跑
旱船等民俗也不尽相同，但内涵却大同小异，都是民俗文
化的浓缩。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留下了大量的习俗。“辞灶”就是
过年从“小年开始”，甚至从“腊八”开始，还要大扫除，谓之

“扫尘”。 贴春联、贴福，包饺子、炸年货，或举行仪式把逝
去的先祖、亲人请回家过年，实际上是对先祖、亲人深深
的缅怀和尊敬。 而守岁、吃年夜饭、包饺子、给压岁钱等，
富含辛勤劳动后的惬意，对下一代的关爱，对辞旧迎新的
喜悦心情。

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众多， 表面上看仿佛是传统回
归，而实质上却是人们心中情感和观念的展示。如今，经过
精心设计的民俗文化活动扩大了春节的外延，使节日文化
的内涵更丰富，让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节日“喜庆”的同
时，也越来越使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 春节期间热闹的
传统民俗活动，成了对民俗文化实实在在的传承与发扬。

传统节日传承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人文、历史、习俗
等，其中文化习俗的负载可谓重头戏。 春节，既是一个标
志，也是一个引擎，有不可离弃的强大原生动力。那么，在
春节这个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期间， 把节日文化精华充分
展现，从习俗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民族复兴伟大梦想
的脚步就将更加坚定。

路上千般景 最美是文明

本报讯 “游遍天下山川， 只
留脚印一串 ” “文明是最美的风
景” ……春节假期， 记者在上窑国
家森林公园采访时看到， 文明旅游
标语、 公益广告随处可见。 景区还
设置了志愿者服务台， 为游客提供
信息咨询、 景点讲解、 线路指引、
秩序维持等服务， 当好景区的 “活
地图” “好导游”， 游客纷纷为他
们点赞。

路 上 千 般 景 , 最 美 是 文 明 。
“文明旅游是城市形象的一面镜子，
我们积极倡导文明旅游， 引导游客
文明出游 ， 让文明成为最美的风
景！” 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节日期间， 我市精心组
织开展文明旅游进 A 级旅游景区、
进星级饭店、 进旅行社、 进文化场
馆 、 进社区 、 进校园 “六进 ” 活
动， 通过倡导文明旅游， 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加分添彩。

旅途漫漫， 文明相伴。 市文化
和旅游局利用官方微信、 微博等新
媒体平台发布春节假期文明旅游温
馨提示， 提醒游客多看美景、 不留

美名， 自觉爱护花草树木、 文物古
迹 ， 不随意涂刻 、 攀爬 、 触摸文
物； 把果皮、 纸屑、 杂物等丢进垃
圾桶， 并注意将垃圾分类投放； 就
餐时提倡使用公筷公勺， 实行分餐
制， 提倡科学点餐， 按需取餐， 自
觉践行 “光盘行动”， 抵制浪费陋
习； 举手投足得体大方， 谈吐交流
文雅礼貌， 避免不文明的语言和行
为， 谦让长者、 照顾妇女儿童和残
障人士， 营造文明和谐、 安全有序
的旅游环境。

文明旅游， 你我同行。 节日期
间， 文明旅游志愿者周女士带着孩
子参加了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
让孩子通过亲身实践， 认识到文明
旅游就是身边的事， 引导孩子从小
事做起、 从点滴做起， 争做文明旅
游小使者。 在文明旅游志愿者的带
动下， 游客们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
念 ， 自觉遵守秩序 ， 爱护环境卫
生， 将饮料瓶、 果皮、 瓜子壳等垃
圾放到塑料袋里， 然后统一扔到垃
圾桶里。 带孩子游玩的家长， 主动
教育孩子不翻越围栏 ， 不攀爬树
木， 不乱丢垃圾， 自觉爱护树木、
珍爱环境， 共同绘就文明旅游风景
线。

（本报记者 朱庆磊）

不文明旅游行为让美景“失色”

本报讯 春节假期 ， 天气晴
好， 市民出游热情高涨。 记者在我
市部分景区采访时发现， 各景区加
强对文明旅游的宣传引导， 绝大部
分游客文明出游意识越来越强， 但
仍有个别游客出游不文明， 出现携
带犬只游玩、 随意乱扔垃圾等不文
明行为， 让美景 “失色”。

冬日里的舜耕山风景区游人如
织。 记者在景区里看到了 “禁止携
带犬只入内” 的温馨提示， 但个别
市民无视规定 ， 仍然带着犬只游
览， 且遛犬未系绳、 犬只随地大小
便现象时有发生。 同时， 尽管分类
垃圾箱与写有 “文明旅游” 字样的

提示牌在景区随处可见， 但仍有个
别游客将纸巾、 饮料瓶、 塑料袋等
杂物随手乱扔在道路两旁的绿化带
里， 与身边美景格格不入。 “个别
游客乱丢垃圾、 随地吐痰、 踩踏草
坪， 这些不文明旅游行为， 不仅破
坏了风景 ， 也增加了景区管理难
度。” 景区工作人员说。

舜耕山风景区被誉为淮南的
“城市客厅”， 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
象的重要窗口 。 景区工作人员表
示， 将加强宣传引导， 提醒市民和
游客注意言行举止 ， 爱护公共环
境， 营造文明旅游氛围； 呼吁市民
和游客从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 不
乱丢垃圾、 不乱摘花木， 共同守护
好身边美景， 为淮南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90 后 ” 新 农 人 的 龙 年 新 春
本报记者 贾 静 本报通讯员 徐奥萍 常开胜

清沟沥水、除草施肥、防寒保暖……
龙年新年里，凤台县岳张集镇 “90 后 ”新
农人徐甲甲一天也没闲着。她每天奔走田
间地头， 协助父亲加强小麦田间管理，同
时指导合作社社员做好在地农作物防寒
保暖、防范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确保夏粮
正常生长。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 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把抓好粮食生产保供作为
重点，明确稳面积、增单产的主攻方向，给
俺们农民吃了‘定心丸’。 ”徐甲甲高兴地
对记者说。

攀谈中，记者得知徐甲甲曾是省城一
家医疗机构的护士。 2019 年夏天，徐甲甲
告别城市，脱下白大褂，头戴草帽、卷起裤
脚，一头扎进田间地头，变成彻彻底底的
“新农人”。

徐甲甲的父亲徐怀彪，是凤台县十里
八乡有名的“种粮大户”，年逾半百，大半
辈子都在侍弄土地，他的怀彪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是国家级农机合作社示范社。

“甲甲刚回来的时候， 正好赶上稻田
施肥喷药，她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操作植
保无人机喷洒药物。她先是报名参加了无
人机培训班， 在培训基地夜以继日地练
习，从理论到实践钻了个透，很快拿到了
专业的资格证书。 ”徐怀彪告诉记者，甲甲
凭着身上的那股韧劲，不仅熟练掌握了植

保无人机的操作技术， 还学会了插秧机、
收割机、旋耕机、铲车驾驶技术。为了学好
这些农机操作， 她的双手血泡好了再起、
起了又好，被磨破的血肉最终成为一层厚
厚的老茧。 现在，这些农机对徐甲甲来说
都不是问题，别看她个子不高，只要坐上
驾驶位，手扶方向盘，再大的“铁牛”也得
乖乖听话。

凭着身上的那股韧劲，徐甲甲迅速成
长，先后参加了省、市各种技术培训和技
能大赛， 已经成为一名 “新型职业农民”
“全能农机手”。 2023 年 9 月，徐甲甲通过
层层选拔， 代表淮南市参加 2023 年全省
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大赛“粮食作物栽培
工”竞赛活动，被评为“优胜选手”。

“以前光鲜亮丽、太阳都晒不着，现在

风吹日晒、起早贪黑，从照顾病人的细致
活到干上老农民的粗活，苦不苦、后不后
悔？ ”这一问题甲甲心里想过很多遍，答案
也不断变化。 “苦肯定是苦，也后悔过，但
那个劲儿过去了，再想就没觉得苦了。 ”在
徐甲甲看来，以前是照顾病人，现在是照
顾这片土地、照顾庄稼、照顾乡亲，一个理
儿，只要用心干，总能干出成绩来。

如今，徐甲甲已经成了合作社的“香
饽饽”。 她和父亲不仅种好了流转的 1400
多亩土地， 还当起了周边村民的 “农保
姆”，为本村和周边农户提供从育秧、栽插
到植保、收割等全程机械化服务。 “农业天
广地阔，青年大有可为。 我会继续扎根土
地，带动更多村民种出高品质、高效益的
粮食，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徐甲甲说。

龙年新气象
新春新过法

春节假期， 在热闹
喜庆的传统年俗之外，
体验新的休闲娱乐活动
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长
知识、赶潮流、显个性，
人们以新的方式“打开”
这个龙年春节， 留下属
于自己的独特记忆。 图
为 2 月 16 日，小朋友在
我市一家商场内的动物
园为小兔子喂食。
本报记者 陈 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