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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安徽日报讯 2 月 21 日 ， 阜阳
市召开 2024 年 “阜阳企业家日” ·全
市 “两化一推” 暨产业项目观摩讲评
会 ， 认真贯彻落实全省 “新春第一
会” 精神， 凝心聚力大抓优化营商环
境、 强化 “双招双引”、 推进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 倾心倾力打造满意
“阜” 务营商环境品牌， 为加快建设
“三地一区” “十个区域性强市” 增
添强劲动能。

会前的 2 月 18 日下午至 19 日 ，
阜阳举行了新年首场产业项目集中观
摩———驱车行驶近 500 公里， 走遍了
阜阳 8 个县 （市 、 区 ） 和阜阳经开
区、 阜合园区， 观摩 45 个重点项目，
通过项目看要素保障、 看营商环境、
看干部状态， 进一步吹响新年大抓项
目、 抓大项目的奋进号角， 激励全市
上下以时不我待的劲头全面抓开工、
抓复工、 抓复产， 全力拼经济、 拼项
目、 拼招商， 以 “高大新” 项目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

年味还未散去， 阜阳众多企业已
迈开冲刺的脚步 ， 特别是在新能源
和节能环保 、 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
备制造等先进制造领域 ， 一批 “高

大新 ” 项目开年就奔跑 、 拼抢新赛
道 ， 让阜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更加澎湃。

在阜合园区， 国成能源正在先进
光伏赛道上 “换挡提速 ”。 “目前 ，
1.5GW 太阳能组件项目已全部达产，
其中 0.5GW 为 P 型太阳能组件， 另
外 1GW 全部是效率和性能更佳的 N
型组件。” 企业负责人程建民说， 得
益于阜阳市和阜合园区的精准高效服
务， 企业成长势头良好、 发展一再提
速， 2023 年产值超亿元、 出口近 120
万美 元 。 当 前 ， 企 业 正 筹 划 上 马
4GW 新项目。 随着产能的进一步释
放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拓， 企业今年产
值有望超过 8 亿元。

抓大项目离不开 “双招双引 ”。
“‘双招双引 ’ 是现阶段阜阳弯道超
车 、 追赶跨越的第一选择和第一战
场。” 阜阳市委书记刘玉杰说。 阜阳
将牢固树立产业链思维， 突出招大引
强、 招高引新、 招才引智， 持续推动
十大特色产业集聚集群集成发展。 发
挥市级 17 个细分产业链专班、 32 个
招商小分队作用， 创新方式方法抓招
引， 发挥基金招商、 商协会招商、 专
业中介机构招商等作用， 依托现有产
业发展引导基金， 不断提高招引项目
开工率、 纳统率、 竣工率、 投产率。

（记者 安耀武）

扬州生态修复项目获财政奖补
新华日报讯 记者从扬州市财政

局了解到，省财政厅近日下达 2024 年
部分江苏南水北调东线湖网地区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补
助资金，扬州共获得 6281 万元，用途
包括广陵区廖家沟（广陵段）生态安全
缓冲区建设， 以及江都经济开发区河
道整治、 邗江区邵伯湖西岸北湖湿地
生态修复两大工程。

据介绍，从 2022 到 2024 年，中央
和省级财政对 “江苏南水北调东线湖
网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程”实施三年补助计划，累计下
达扬州补助资金 1.98 亿元，用于完善
河湖整治和生态修复。 专项资金将及
时拨付至项目实施单位， 并加强资金
监管和预算执行， 确保资金落实安全
有效。 （记者 周 晶）

成为革命老区中首个本外币存贷款
余额双过万亿元城市———
从金融账本看临沂经济活力
大众日报记者 杜辉升 纪 伟 通讯员 顾智慧 薛 莹
2 月 20 日， 在费县经济开发区，

山东百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办公楼
拔地而起， 这家从当地双创产业园中
走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走上发展快车
道。

“在以往， 像我们这样的轻资产
企业要想拿到贷款加速发展， 并不容
易。 去年， 费县启动科技创新价值转
化机制建设， 通过为企业精准画像寻
找创新 ‘千里马’， 我们凭借高端人
才密集这项优势， 入选了企业创新活
力榜 ， 并成功拿到了一系列优惠贷
款。” 该公司总经理刘金说。

近年来 ， 临沂市围绕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工作思路 ， 引导金融机构
积极向工业 、 涉农 、 普惠小微等重
点领域投放信贷资金， 为临沂新时代
现代化强市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截至
2023 年末 ， 临沂市本外币存贷款余
额双过万亿元， 成为全省第 4 个、 全
国地级市第19 个 、 革命老区中首个
双过万亿元的城市 。 金融账本反映
出的 ， 是一座城市持续迸发的经济
活力。

记者从临沂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了
解到 ， 为了服务工业发展和科技研
发 ， 2023 年 ， 该局会同中国人民银
行临沂市分行对 2100 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 利用两个月时
间开展 “一对一” 走访对接活动， 梳
理融资需求 430 个 28.2 亿元 ， 达成
融资意向 254 个 19.3 亿元 。 推动出
台 《临沂市重大工业和科技项目投资
引导资金管理办法》， 实现首笔 2000
万元引导资金落地。 牵头推动出台科
技支行政策 ， 对科技贷款给予 0.5%
的利息补贴， 首批科技支行政策合作
银行建设银行高新支行、 临商银行高
新支行已集中揭牌。

临沂是农业大市， 如何让金融资
金润泽沂蒙乡村是该市的重点课题。

近年来， 临沂市引导银行机构贴合产
业振兴、 文化旅游、 返乡人才创业 、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 创新推
出信贷产品 320 余个 ， 累计发放贷
款 1760 余亿元。 精准对接涉农融资
需求 ， 累计摸排涉农融资需求 438
亿元 ， 银行机构对接授信 192.54 亿
元。

广大职业农民就是这一系列惠农
新政的受益者， 临沂市新型职业农民
职称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为了进一步
激发新型职业农民服务乡村振兴的活
力， 临沂 11 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进
一步落实新型职业农民职称待遇保障
的十七条措施》， 指导金融机构为职
业农民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助力新型
职业农民产业升级， 并配套落实贷款
贴息 、 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金等措
施。 贷款资金用于粮食生产、 畜牧水
产养殖、 菜果茶等农林优势特色产业
发展， 农资、 农机、 农技等农业社会
化服务， 以及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
2023 年 ， 临沂市持续扩大支农支小
信贷覆盖面 ， 全年新增小微企业和
“三农” 融资担保 63795 户， 担保额
度 145.11 亿元。

今年， 临沂市锚定 “走在前、 进
位次、 提水平”， 发挥信贷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赋能增效作用， 围绕 “扩规
模、 调结构、 优服务”， 开展信贷投
放突破提升行动， 力争年末贷款余额
达到 11000 亿元。 临沂市地方金融监
管局将开展金融服务进万企暨春风暖
企活动， 实现市级金融机构联系帮扶
重点企业、 重点项目全覆盖。 建立行
业融资需求清单 ， 定期梳理融资需
求， 分行业每月开展银企对接和 “银
行行长县区行” 活动。 同时， 加快重
大工业和科技项目投资引导资金落地
进程 ， 支持链主 、 龙头企业加快发
展。

砀山：实施“数字果园”工程 助力梨产业绿色发展
安徽日报通讯员 李艳龙

在今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安徽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上， 砀山县凭借酥梨水果
产业被表彰为 2023 年度安徽省农业特
色产业 10 强县。

近年来， “世界梨都” “中国酥梨
之乡” 砀山县大力实施 “数字果园” 建
设工程， 持续打造以 “一号梨园” 为核
心的 “砀山酥梨” 绿色防控示范区， 借
助 “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打造
标准果和标准园 ， 实现智能化生产耕
作、 数字化管理运营， 促进全县水果产
业绿色发展。

实施“数字果园”建设工
程，促进三产深度融合

为提高砀山酥梨的品质、 增加果农
收益，砀山县大力实施“数字果园”建设
工程 ，充分利用 “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
据”赋能砀山酥梨产业，实现对果园的远
程监控和精准化管理，全面打造集“智能
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农旅
相结合”为一体的砀山“一号梨园”，保障
砀山特色农产品有效供给， 打造长三角
优质特色农产品供应基地， 提升农民群
众收入水平，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

2016 年以来 ，砀山县实施 “数字果
园”工程，倾力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树体改造，改善果园通风透光条件；
通过修建沟渠和建设智能化滴灌设施，
达到旱能浇、涝能排；通过安装大型防霜
冻机，开展早春冻害预防。

该县 2019 年开始创建园艺场“一号
梨园”，按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砀山酥

梨》 安徽省地方标准和砀山酥梨绿色食
品生产操作规程， 严格制定了 “一号梨
园”生产标准、果品等级标准及产品包装
标准等，完成果园整理、树体改造、土壤
培肥、 智能选果机、 分拣车间和配套设
施、果园机械、围栏及景观打造、水肥一
体化建设、防冻风机安装、排水沟改造、
互联网数字化建设和绿色防控测报点等
建设。

目前，位于砀山县园艺场的“园艺场
一号梨园” 生产基地， 核心区面积 600
亩，示范面积 2 万亩，示范带动 10 万亩。
2023 年，“园艺场一号梨园”被全国农技
推广中心批准为 “第二批百个全国农作
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推广基地”。

集成推广应用标准化绿
色防控技术，促进农业提质增
效

“标准化生产”是农业提质增效保安
全的有效保障，是将砀山特有的“优良的
生态、适宜的气候”自然环境优势转化为
“品种好、品相好、品质好、品味好”产品
优势的有效路径。

砀山县大力开展水果标准化生产，
制定“一号梨园”生产标准、果品等级标
准及产品包装标准等， 为实施标准化生
产提供了规范支撑。 实施有机肥替代化
肥三年行动计划，通过果园生草，起到保
墒和培育天敌的良好效果； 通过铺防草
地布， 对防除果园杂草及保持果园土壤
保墒起到良好效果； 通过增施有机肥和
生物菌肥达到土壤改良和提升品质的显
著效果；通过智能水肥一体化，完成精准
施肥的目的。

该县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
应用， 为农药减量增效提供了强力技术
支撑。 集成推广农业健身栽培、 理化诱

控、生物防治、科学安全用药、现代化高
效植保机械应用等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绿
色防控技术集成模式， 促进农药利用率
和病虫害防控水平全面提升。同时，通过
开展节药节水试验、 迷向素防治梨小食
心虫试验、 高效低毒农药防治病虫害药
效筛选试验等， 有效促进全县科学安全
用药和水果高质量发展。

在示范园区内， 该县建设植保体系
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 推广应用了杀虫
灯 、可降解黄色诱虫板 、梨小食心虫迷
向素和桔小食蝇性诱剂、生物药剂等绿
色防控新技术。 至 2023 年，全县每年推
广梨小食心虫和桔小实蝇等昆虫性诱
剂 35 万亩次，杀虫灯覆盖面积达 20 万
亩次 ， 推广黄色诱虫板面积 30 万亩
次 ， 2023 年开展的自动化智能喷雾设
备防治梨小食心虫试验 ， 取得良好效
果； 另外， 示范区还全面开展刮树皮、
翻树盘 、 树干涂白等农业防控 。 通过
这些绿色综合防控措施的综合应用， 该
县大大减少了农药使用量， 有力提高了
水果品质。

2019 年以来 ， 砀山县在全县建设
了 6 个绿色防控示范基地， 均位于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范围内，
属砀山酥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基地面
积 3.9 万亩 ， 辐射带动 35 万亩砀山梨
生产。

统防统治推进全域绿色
防控，有力提升水果产业效益

在示范园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
砀山县通过统防统治， 全域实施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应用， 果园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天敌种群数量明显增多。 2020
年 4 月，砀山获评“全国首批绿色防控示
范县”。

到2023 年，梨树病虫害总体绿色防
控覆盖率达到 80%， 统防统治覆盖率
81.6%。 示范区化学农药用量减少 38%，
农药利用率达 43%； 病虫害综合防控效
果达到 95%以上， 危害损失率在 1%以
内；辐射带动效果显著，农户接受绿色防
控培训的比例达到 100%；品牌带动效应
显著，大幅度推动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
发展；2023 年无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和
高毒农药 ， 农产品农药检测合格率达
100%。

通过实施“数字果园”建设工程，持
续打造绿色防控示范区， 砀山县梨产业
产生良好的效益。 经济效益显著，2023
年示范区砀山酥梨外观质量好，品质优，
优质果率达 90%，与对照区相比，价格每
公斤高 1.20 元；总收益每亩高 4320 元；
净收益每亩增收 2280 元， 增幅达 56%。
社会效益明显， 示范区建设加速砀山县
果业生产进程， 对全县农业生产起到了
巨大的促进和带动作用。生态效益良好，
示范区建设治理了果园环境， 改善了土
壤条件， 完全杜绝高毒、 高残留农药使
用，有效减少了化学农药的施用量，降低
了水果农残， 对整个生态环境均起到良
好的保护作用， 促进全县农产品质量安
全质的提升。

下一步，砀山县将继续加强以“一号
梨园”代表的绿色示范区建设，结合酥梨
产业集群万亩精品园建设项目， 进一步
完善土壤改良、 水肥一体化、 果园信息
化、防霜冻系统、生物防治、新技术应用
等措施，不断提高酥梨品质；立足酥梨特
色产业，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实现砀山
酥梨产业的效益和竞争力持续提高，进
一步擦亮“砀山酥梨”名片，叫响“砀山酥
梨”品牌，带动全县水果产业健康持续发
展，促进砀山县乡村振兴发展。

传统年味遇时尚 点亮消费新场景
徐州文化地标助力中心商圈“开年红”

新华日报记者 岳 旭

正月十二，徐州飘起漫天雪花。晚上
8 点， 位于鼓楼区中心商圈的文庙街区
银装素裹、华灯璀璨，入口处的门楼在周
围现代化商业楼宇映衬下更显古色古
香，众多市民游客在此拍照“打卡”，定格
新春雪景。

文庙，寄托着徐州人的记忆和情怀，
也是“彭城七里”的闪亮坐标。 春节长假
期间， 徐州倾力更新打造的文庙街区对
外开放，总建筑面积 4 万平方米，在大成
门、大成殿等古建筑群基础上，新建四大
综合区，集“吃喝玩乐游购”于一体，为寸
土寸金的中心商圈增添了独特魅力和文

化底蕴。
“从除夕到初八， 我们邀请了 20 余

名本地非遗传承人打造 ‘妙啊’ 新春市
集，设有非遗面塑、泥人、糖画等摊位，让
游客们在时尚商圈里体验了一把传统年
味。 ”文庙街区运营公司行销企划部负责
人丰昊说，街区内共有 65 家商铺，目前
招商率超 90%，一半以上为区域首店，其
中 5 家店赶在正月投入运营。

连日来，位于文庙街区的手标泰式茶
店试营业生意红火 ， 日销售现做饮品
1000 多杯；新开业的一家东南亚菜餐厅，
每天取号预约超 300 桌……历史与潮流
碰撞，中心商圈更时尚的同时又保留了地
方人文气质，提升了消费者的体验感。

文庙、鼓楼、黄楼、城下城遗址博物
馆，一个个文化地标点亮了消费新场景。

春节 8 天长假，中心商圈迎来“开年红”
———重点监测的金鹰、金地、苏宁、彭城
壹号等 7 家大型商业综合体累计销售额
达 3.14 亿元、同比增长 43.1%，累计客流
量突破 43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3.11%，
其中外地消费客流占比达 33%左右，在
淮海经济区的消费首位度持续提升。

为保障中心商圈在客流高峰期高效
运转，鼓楼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调
鼓楼公安分局、 区城管局、 黄楼街道等
10 家单位， 累计投放各类保障人员近
4000 人。 黄楼街道地处中心商圈，依托
指挥中心一体化平台， 安排街道职能科
室人员与社区网格员联合开展消防安全
隐患排查、矛盾化解、商圈管理等工作，
还组建了“网格联动”巡逻队。 “工作人员
全时段监测辖区动态， 即时联系巡逻队

员处置相关事件。 ”黄楼街道党工委书记
娄永说。

围绕元宵节， 黄楼街道还联合中心
商圈各大商业综合体，举办古风巡游、猜
灯谜、闹元宵等活动 10 余场，发放各类
消费券 300 余万元， 进一步激发消费新
场景新活力。

徐州这一中心商圈目前拥有品牌首
店 400 多家、知名品牌千余个，去年交易
额超 70 亿元，助力鼓楼区打造高端商务
商贸核心区。记者了解到，文庙街区预计
4 月底全面投入运营，将串联金鹰上街、
彭城壹号、壹捌夜市，形成中心商圈有机
整体。伴随创意 68 产业园提档升级和天
阙商业广场、华润凯旋门加快建设，一个
东至徐州火车站，北达庆云桥、故黄河沿
岸的“大中心商圈”正加快形成。

别样的
“春景”

2 月 20 日，济宁
能源龙拱港一派热火
朝天的繁忙景象。 今
年以来， 龙拱港集装
箱吞吐量已突破 2.8
万标箱， 实现大幅增
长。

大众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薛兆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