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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至杭州将再添一条高速大通道
杭合高速合肥段计划 2025年开建

合肥晚报记者 余佼佼
3 月 13 日，记者从省交通部门了解到，

合肥到杭州将再添一条高速，S24 杭合高速
项目分为杭合高速合肥段、 杭合高速马鞍山
段、杭合高速宣城段等建设，其中，杭合高速
宣城段计划今年开建。建成后，将成为连接浙
江和安徽之间又一条高速公路， 有效分流芜
合高速和沪渝高速的车流压力。

杭合高速合肥段计划 2025
年开建

据介绍，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项目
前期工作已启动， 工可报告初稿已编制完
成，同步开展相关专题工作。计划 2025 年开
工，2028 年底建成。

项目起于合肥东， 北接滁州至合肥高
速，向东南经含山、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
郎溪、广德至安吉，路线全长 229 公里（途经
含山段约 28.3 公里）。

杭合高速合肥段是杭州至合肥高速公
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起于肥东县杨店乡
东侧，接滁合高速合肥段，向南经杨店乡、梁
园镇后向东南， 在石塘镇西侧上跨沪陕高
速，之后向东南，设隧道穿越浮槎山进入巢
湖，之后继续向东南，经庙岗北、柘皋北、苏
湾南，在小黄山西侧上跨明巢高速，之后向
东进入夏阁镇， 在下汤水库东南终于市界，
与杭合高速马鞍山段衔接。 项目全长约 58
公里，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20 公里/小时，估算总投资约 86 亿元。

杭合高速马鞍山段将分为
两段建设

杭合高速马鞍山段分为江北、 江南两
段，其中江北段起点顺接 S24 合杭高速合肥
段，终点接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江南段起
点接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终点位于当涂县
黄池镇顺接 S24 杭合高速宣城段。项目全长
约 59 公里（其中江北段 39 公里，江南段 20
公里），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20 公里/小时，估算总投资约 100 亿元。 该

项目目前正在开展路线方案研究 ， 计划
2025 年开工，2028 年建成。

杭合高速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及接线
是该项目重要组成部分，路线起于马鞍山市
和县功桥镇， 顺接 S24 杭合高速马鞍山段，
自西北向东南，至年陡镇许家村附近设置年
陡枢纽与 G4211 宁芜高速交叉， 顺接 S24
杭合高速当涂至宣城段。 项目全长约 40 公
里， 跨江大桥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设计速度为 100 公里/小时；南北接线段
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
120 公里/小时，估算总投资约 180 亿元。 该
项目正在开展路线方案研究， 计划 2024 年
开工，2028 年建成。

杭合高速宣城段一期计划
今年开建

杭合高速宣城段项目由宣城市政府负
责推进，目前前期工作已启动，完成工可报
告初稿编制， 计划 2024 年开工，2027 年建
成。 项目建设对于分流 G50 沪渝高速交通
压力，提升合肥都市圈辐射能力，促进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一期工程起于皖浙省界，自东南向
西北，终于宁宣高速狸桥段，项目全长约 42
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为 120 公里/小
时，估算总投资约 100 亿元。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宣城段二期工程，
起于宁宣高速狸桥段，终于宣芜市界，全长约
33 公里，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速度 120
公里/小时，估算总投资约 66 亿元。 该项目前
期工作已启动， 完成工可报告初稿编制，计
划 2025 年开工，2028 年建成。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是我省联系长三角
发达地区的重要省际通道，项目建设将改变
杭州至合肥单一高速公路通道连接局面，有
效缓解合肥至芜湖（经芜湖长江大桥）、宣城
至广德高速的交通压力，对加快长三角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带动
我省合芜宣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滁州激活知识产权“创新因子”
滁州日报讯 近年来，滁州市抓战略性

新兴产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发
明专利“倍增计划”，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价值的核心专利。截至 1 月末，滁州
市新增发明专利 91 件、发明专利拥有量 1.11
万件，分别同比增长 2.75%、同比增长 16.9%，
企业有效发明专利占全社会比重超 90%。

优服务、建体系。 滁州市探索“知识产权
服务包”模式，着力打造“一企一策”精准服务
体系，建成全覆盖、分层次、精准化的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网络。 截至目前，累计建成“国字
号”专利及商标服务专窗 2 个、市县两级知识
产权发展中心及服务网点 24 个，今年以来解
决专利服务、知识产权融资等需求 270 余个。

搭平台、强保护。 滁州市着力搭建知识

产权服务平台，深度融入长三角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推动 3 家民企加入南京都市圈知识
产权涉外保护联盟，设立国家知识产权维权
援助滁州分中心和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
指导工作站 2 个，获批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强
县示范试点县 3 个，今年以来查办查处知识
产权侵权案件 17 件。

引活水、促发展。 滁州市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健全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 知识产权资助
政策从 8 项扩展到 18 项，重点引导支持高
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参与专利技术供需对接
活动，今年以来组织银企对接会 11 场，办理
知识产权、股权等质押融资 4.9 亿元、同比增
长 7.2%。 （桂晨光 熊 瑛）

国内首张！ 芜湖航企获颁
大江晚报讯 近日，芜湖航空产业园企

业联合飞机自主研发的 TD550 型无人直升
机，正式获得由民航管理局颁发的特许飞行
证，这是全国首张大型共轴式无人直升机特
许飞行证。

此次， 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根
据相关条款对 TD550 型无人直升机进行审
定，认可 TD550 型无人直升机能在特许条件
下安全地开展飞行活动，并颁发特许飞行证。

作为芜湖“双招双引”工作中引进的重点
项目 （新一代航空器项目） 而成立的项目公
司， 芜湖联合飞机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联合
飞机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专业从事

新一代航空器的研发、生产、试验、试飞、维
修、培训和保障等业务，致力于在航空技术及
制造和人工智能双赛道持续突破。

芜湖联合飞机作为联合飞机集团未来
发展的根据地、华东地区的战略支点，以实
现“无人机生态全产业链布局和资源协同优
势” 为目标，2021 年 12 月签订投资协议，落
地芜湖航空产业园，总投资 24 亿元。 打造涵
盖研究院、生产制造基地、试验试飞基地、售
后培训基地、应用示范基地等“一院四基地”
的无人航空产业集群中心，协同芜湖共同打
造“大型无人机之都”，助力安徽低空经济高
质量发展。 （记者 王叶华）

全省首笔取水权质押贷款落地六安
皖西日报讯 记者 3 月 11 日从六安市

水利局获悉,金寨县盛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与浙江丽水莲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紫金支行签订“取水权”质押合同,企业获
得授信贷款 8000 万元 , 这是我省首笔取水
权质押贷款。

本次采用“取水权质押+双边登记”的融
资模式, 即水利部门核定水电站的年取水量,
登记“取水权”质押信息,金融机构以“取水权”
作为质押物向企业发放贷款,拓宽了企业贷款
抵押物范围,实现了银企发展和环境优化的双
赢,标志着六安市用水权改革打开新篇章。

据了解,自用水权改革工作开展以来,六

安市不断深化水权制度改革, 在全省率先完
成金安区水权确权登记试点工作 ,落地全省
首宗水权交易 ,自 2020 年以来 ,全市累计完
成水权交易 17 宗, 交易水量 392 万立方米,
交易金额 47.67 万元,成交单数、水量在省内
领先 ,推动实现 “谁节水 ,谁受益 ”的良性循
环。 下一步,六安市将进一步强化水资源刚
性约束 ,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 ,积极开展
水资源使用权确权探索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集约节约安全利用 ,
优化营商环境,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绿色金
融发展模式, 为加快六安现代化建设注入新
发展活力。 (王雨生 记者 宋金婷)

政府购买专业服务，全方位护航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发展壮大

合肥启动“企航工程”
合肥日报记者 刘小容 实习生 余可璇

3 月 13 日，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
专班年度工作会议举行，宣布启动科
技成果转化企业“企航工程”，并对首
届合肥“科创杯”大赛获奖团队代表
进行颁奖。 现场不仅有合肥本土创新
团队，更有来自上海、哈尔滨等地的
创新力量。 他们从五湖四海赶来，只
为同一个目的：加入合肥的科技成果
转化体系。

应需而生，启动“企航
工程”有求必应

新的一年，如何让科技成果转化
更加高效？ 在本次会议上，“企航工
程”应需而生。

合肥市科技局总工程师高致远
解释，成果转化企业就像帆船 ，他们
的目标是辽阔海洋 。 但如何顺利起
航、驶向汪洋深处，就十分需要专业
服务，包含政策、融资、战略等各方面
的支持。 因此，合肥启动“企航工程”，
政府购买专业服务，对成果转化企业
“有求必应”。

今年首批签约的服务机构中有

合肥市科创集团、合肥工业大学创业
研究所、 中国工商银行合肥科创中
心、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华安嘉业
投资管理等专业服务机构 ， 横跨技
术、资金、智库等多领域，能够全方位
护航成果转化企业壮大、成熟。

“企航工程” 仅是合肥市科技成
果转化专班众多创新举措之一。 据介
绍，近两年来，合肥依托专班，捕捉高
校院所科技成果 4300 多项， 推动成
立企业 630 多家；市种子基金已出资
项目 74 个、金额 1.405 亿元，天使基
金已培育科创板上市企业 3 家、国家
高企 101 家。

以赛为媒，促进创新项
目就地转化

本次会议，举行了合肥“科创杯”
大赛颁奖仪式。 来自安徽医科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10 家项目团队上
台领奖。

一项市级的本土赛事，却吸引了
不少省外的选手前来参赛，这又是为

什么？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项目团队

负责人崔磊言简意赅：“因为有利。 ”
崔磊带队获奖的项目是“新一代

国产相控 ‘磁波刀’AI 精准无创治疗
技术产业化”，他们推出了国产“磁波
刀”，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让 “不开
刀、不化疗，也能治愈肿瘤”的梦想照
进现实。

应用落地成熟后，业务版图就需
要扩大，崔磊和创始人沈国峰将目光
放到了合肥。

“我们去年就在合肥落地了项
目，注册成立了合肥沈德无创时代医
疗器械公司。 ”崔磊介绍，他们看中了
合肥于企业有利的营商环境和成果
转化机制，于是决定在这里建设 5000
平方米的厂房，专注高端医疗器械的
研发生产。 目前，5000 平方米的厂房
即将装修完毕，预计今年 4 月底投入
使用。

“在项目落地的同时， 经合肥市
科创集团的推荐，我们参加了 ‘科创
杯’大赛，获得了不少帮助。 ”崔磊透

露， 他们带来的项目获得了市级投
资，还享受到了创业初期免租金的待
遇，这让他们腾出手来，攒下更多精
力专注科技成果研发。 “因为成果转
化的事情，有政府有力的支持。 ”

近年来，合肥加快科技成果就地
交易、就地转化、就地应用，在全国范
围内率先形成有服务保障 、 有转化
链条、 有应用生态的集成性科技成
果转化体系 。 这一体系对于拥有技
术实力的创业者而言 ， 无疑是锦上
添花。

合肥市科创集团产业技术部项
目经理张志坤告诉记者，合肥举行首
届“科创杯”大赛，就是为了更多高校
里的创新项目，通过比赛促进项目就
地转化为企业。

“首届大赛有 197 个项目报名参
与，截至目前约 1/6 的项目已被转化
成企业，技术也落地成为产品。 ”张志
坤介绍，对获奖项目，合肥给予了种
子基金、场地补贴、市场辅导、销售拓
展、资源合作等帮助，决不让好技术
“躺在实验室里”。

马鞍山用心建设会呼吸的城市
马鞍山日报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甘婵婵

近年来，马鞍山市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聚焦 “高颜
值”“高价值”“高品质”“高质量”，全
力建设绿美马鞍山，用心用情用力书
写着全市林业事业大文章，铺展着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建设生态廊道 筑牢
生态屏障

植树节前夕，在一江两岸处处都
能看到义务植树的身影。 有的扶树填
坑，有的培土夯苗……全市各界干部
群众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共同劳动、
密切配合，栽下一片片新绿。 可以说，
每一个植树现场都呈现出一片热火
朝天的劳动景象。

同植一片绿，共护母亲河。 近年
来，马鞍山市深度融入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积极参与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推动长江（马鞍山）生态
共同体建设。 与此同时，马鞍山市还
结合美丽长江（马鞍山）经济带新一
轮提升工程，积极筹备开展长江岸线
“绿化、彩化、美化”专项行动以及“绿
美江滩、绿美江堤、绿美江湾”建设，
努力打造最美长江生态廊道。

为不断提升森林质量， 含山县、
和县积极参与国家储备林试点建设，
其中， 含山县获省农发行授信贷款
15.8 亿元，规划面积 15.2 万亩。 6 个

碳汇项目纳入安徽省林业碳汇项目
库。 2023 年修复湿地 2613 亩， 发布
17 处一般湿地保护名录，现有自然保
护地 7 处，湿地保护率 52%。

在含山县褒禅山风景区，马鞍山
“双碳” 生态司法修复林示范基地在
此揭牌，示范基地占地 46 亩，探索打
造“碳汇+生态司法”新模式，充分利
用生态司法修复林达到规模后所形
成的碳吸收生态功能，发挥林业碳中
和效能，推动绿色发展。

数据成为马鞍山努力实现“人民
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 ”良性循环
的最生动注脚。 2023 年，马鞍山市在
长江岸线 15 公里范围内人工造林
2080.6 亩 。 全 年 共 完 成 人 工 造 林
6544.2 亩、 退化林修复 29117 亩、封
山育林 41517.3 亩。

加强毗邻合作 联防
联治共管

走进博望区博望镇山宁村，山间
的松树高大挺拔， 枝叶苍翠茂盛，阳
光透过绿枝洒下柔和的光影，宁静祥
和。 进入森林防火期以来，村党总支
书记吴彪几乎每天都要上山，开展隐
患排查、安全巡查等活动。

“我们和南京市江宁区横山及溧
水石湫街道接壤，近年来 ，毗邻区域
合作开展森林防火及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通过信息共享、互帮相助，合作
开展森林防火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共同守护着这一片绿水青山。 ”日前，
吴彪指着背后的青山回忆道。

联防联治 “一张网”， 群防群治
“一盘棋”。 2023 年，马鞍山市与南京
市建立了跨区域联动执法 、 虫情通
报、 信息共享等一系列长效机制，通
过不断扩大合作领域 ， 加大合作力
度，共同保护森林资源安全 ，打造皖
苏毗邻区域林业生态安全屏障。

2022 年，马鞍山市跨区域联防联
控机制入选 “2022 年度长三角地区
林长制改革十大案例”。 2023 年，宁
马两地签订 《南京市与马鞍山市生
态保护联防联控合作协议 》《石臼湖
联管联建合作框架协议》《宁博两地
国有林场合作框架协议 》 等 6 份协
议， 携手打造跨区域林长制改革示
范区 、生态保护合作区、生态屏障先
导区。

盘活森林资源 打造
林业品牌

“含山县林业产业遍地开花 ，有
仙踪镇八熊村千亩桃园 、 有林头镇
100 余亩山核桃套种观赏苗木， 还有
昭关镇同发村 林 下 700 多 头 黑 山
羊”，谈起当地林业产业发展 ，日前 ，
含山县林业发展中心主任倪旭东脸

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近年来，马鞍山市积极探索推动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科学路
径，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出台“1+
3+X”林业产业发展奖补政策，探索长
三角林产品供应基地建设，加快构建
现代化林业产业体系，积极培育壮大
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带动林业产业全
链条式发展。

与此同时，马鞍山市还加快林业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科学利用林地
资源和森林景观，发展生态旅游和森
林康养等新业态，探索林禽、林畜、林
果、林粮、林苗、林药等林下经济发展
模式，提高林地产出率。 持续推进林
产品品牌建设， 通过中国·合肥苗木
花卉交易大会等各类大型展会平台
开展林业特色产品推介、营销和宣传
活动，鼓励申报认证森林生态标志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
产品，提升马鞍山市林产品市场竞争
力。

此外，还加大林业“双招双引”力
度，2023 年新增 9 家省级林业化龙头
企业，全市林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到
297 家。 和县林海生态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被认定为第二批省级林业特色
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 含山县褒禅
山、花山区濮塘桃李度假村获批省级
森林康养基地。

人勤春早
农事忙
3 月 13 日， 在蚌埠市

五河县头铺镇， 农民驾驶
农机给小麦喷洒农药。

春回大地， 安徽省蚌
埠市五河县农民抢抓农时
开展春季农业生产作业，
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生机勃
勃的繁忙景象。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