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淮两市携手共商合作，加强一体谋划，跑出园区共建、产业互融、民生共享、交通互联“加速度”———

合淮同城化，打造区域合作“新样板”
本报记者 周 玲 /文 张 越 / 图

2007 年，合淮同城化战略元年。时至今日，
历经 17 年。

过去的一年 ，对淮南来说 ，是 “合淮同城
化”理念更为强化的一年。淮南全面学习发展
上的合肥速度、创新上的合肥现象、产业上的
合肥路径、开放上的合肥特色，加快合淮同城
化步伐，推进合淮一体化发展，努力把合肥的
优势与淮南的特色结合到最优、发挥到最好。

众所周知，远亲不如近邻。合肥、淮南，地
域相接、人缘相亲、经济相融、文化相通，“千丝
万缕”将两座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

众所周知， 省会合肥近年来的发展气势如
虹，经济总量破 1.2 万亿、常住人口近千万，无疑
是我们身边一棵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的“大树”。

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对淮南而言，
就是要对标先进，主动融“合”发展，借助合肥
城市影响力和发展大势，推动产业转型，提升
城市能级，打造合肥都市圈副中心城市。

从发展实践看， 两城合力推动工作机制、
产业协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才服务一体
化，共同编制了一批重大规划，共同建设了寿
蜀现代产业园、合淮合作区，共同推进了一批
民生实事，在园区共建、产业互融、民生共享、
交通互联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互促共融、
协同发展的格局逐步构建。

淮南，要在大树底下长大树、大树底下成
森林。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审视和思考这一命题
时，深切感受到“合淮同城化”战略决策契合时
代跃动的脉搏，符合淮南发展实际。可以说，这
是淮南抢抓历史机遇的一次必然选择，推进合
淮同城化发展，必将加快淮南资源型城市转型
的步伐，必将有力促进淮南高质量发展。

开创双城合作新空间
2023 年 2 月 17 日至 18 日，淮南市召开第

二届转型发展大会。期间，合肥市党政代表团
与淮南市党政代表团共同召开合淮同城化发
展座谈会，盘点发展成果，商讨合作事宜，为合
淮同城化发展按下“快进键”。

合淮两市共同编制《合淮产业走廊发展规
划 （2018—2025 年）》《合肥临空经济示范区总
体方案》《新桥科技创新示范区 （合淮合作区）
总体规划》等一系列文件，连续 4 年共同印发
合淮产业走廊年度重点项目及合作事项计划，
确定了园区共建、交通、教育、文旅等重点项目
及合作事项。

2023 年，与合肥印发《合淮同城化发展座
谈会会议纪要》和《合淮产业走廊 2023 年重点
项目及合作事项计划》，确定 13 项重点项目及
合作事项，包括新桥科技创新示范区（合淮合
作区）、合肥新桥机场 S1 号线、重点道路、供肥
基地、自贸联动区建设、招商、教育、文旅、人才
合作等，序时完成任务。

2023 年 3 月，《新桥科技创新示范区（合淮
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及其系列相关方案获
省政府批复， 将发展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等核心产业。
这里聚集了大众安徽和蔚来等一批龙头企业
和重大项目， 将引入更多新能源整车制造企
业 ，新能源汽车产能达到 100 万辆，建成全国
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打造园区共建新高地
2013 年，新桥国际机场正式启用，空港经

济示范区也于同年 9 月启动建设，合肥空港新
城概念逐渐步入大众视野。十载蓄势，十载耕
耘，如今合肥空港新城已是气象初显，正以奔
腾之姿，续写城市的美好未来。

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空港新城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新桥国际产业园与空港发展
同频共振，迸发出强劲活力。

园区围绕汽车零部件、 装备制造主导产业，
主动承接长三角和合肥优质产业转移，实现协同
发展、错位发展及功能互补。成功引进总投资 70
亿元的重庆太蓝、总投资 260 亿元的航天锂电等
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实现百亿级项目零突破。

结合 《合淮产业走廊发展规划 （2018-
2025）》《新桥科技创新示范区 （合淮合作区）总
体发展规划》等规划文件，淮南与合肥共同推
进合作区建设。

合淮合作区一期 4.98 平方公里已启动建
设，自愿征迁工作已完成。总投资 51.6 亿元、年
产 160 万台套的蔚来电驱动二期项目已完成主
要单体主体结构施工； 总投资 110 亿元、 年产
60 万辆的蔚来整车二期项目即将开工建设。

发挥地利之便之独特优势， 寿蜀现代产业
园提质升级，目前入驻约 200 家工业企业，累计
实现工业产值 130.1 亿元、税收 11 亿元。园区
基本形成“新电汽”主导产业。中电环保、蓝讯
电子、万朗家电、达因汽车等 80 余家“新电汽”
企业先后落地，道路、住房、学校等公共配套设
施正在逐步完善。

2023 年，寿蜀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完成
46.1 亿元，增长 17%，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4 家，
新签约项目 22 个， 总投资 12.71 亿元。2022 年
度南北合作共建园区考评，皖北 7 个县级受援
方排名中，寿县位列第 1 名，7 个县级园区建设
排名中，寿蜀产业园位列第 1 名。

释放产业融合新动能
走进淮南高新区新型显示产业园芯视佳

显示模组工厂，PVC 静电地板、 洁净彩钢板铺
装的车间， 在空气温湿度控制系统的调节下，

生产线洁净度让人叹为观止。
芯视佳 12 英寸硅基 OLED 项目落户淮

南，是我市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成功引进
的制造业重大优质项目。 总投资 65 亿元建设
硅基 OLED 产业园，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 15
亿元， 建成月产 20000 片 12 寸硅基 OLED 微
显示模组。二期也在加快推进中。

项目投产后， 营业总收入将逐年增长，至
第五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不低于 35 亿元。 淮南
将陪伴 “芯视佳 ”的成长 ，见证其专注于硅基
OLED 微显示屏的研发与制造， 跃升全球半导
体显示技术的引领者。

淮南积极嵌入合肥“芯屏汽合”产业链，主
动参与产业分工，在产业配套和延链补链上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2023 年来自合肥签约项目共
87 个，总投资 216.5 亿元；其中制造业项目 75
个，总投资额 187.44 亿元。

淮南高新区对标合肥京东方，重点聚焦显
示整机制造和下游部品加工生产配套项目，已
招引落地芯视佳 12 英寸硅基 OLED 微显示器
制造等项目 31 个。加快集聚电驱、动力电池等
零配件生产企业，招引了明然新能源汽车三合
一电驱生产基地、 淮南创维商用车等重大项
目。依托省级大数据产业基地加快推进合淮数
字经济示范区建设，璞华大数据、华大基因、全
裕大数据等一批大数据企业入驻“江淮云”“智
慧谷”和淮南高新区双创中心。

寿县，合淮同城化的“桥头堡”，立足为合
肥比亚迪、江淮大众、蔚来汽车等整车企业配
套， 围绕动力电池等关键核心零部件产业，新
桥园区先后引入了航天锂电池 、10GWh 半固
态电池产业基地、异型落料生产线和高端精品
零件生产线等一批项目，全方位承接产业转移
能力日益增强。

构建科创协同新格局
看到机遇 、积极融合 ，加强合作 、实现共

赢。两市通过加强学习交流、促进成果转化、搭
建合作平台，积极探索“合肥研发、淮南转化”
“合肥孵化、 淮南产业化” 的科技协同发展模
式，推动新兴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壮大。

科技领域交流活动加密加频，举办了三期
“研之有物·科创会客厅”活动，邀请合工大智
能院半汤湖科创中心主任朱辛璇来淮作科技
企业孵化器专题授课，邀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合肥创新研究院冯文全一行来淮对接可研平
台科研项目及产业化等方面合作。

在合肥举办的第二届（安徽）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交易会，设立了 100 平方米的淮南馆，共征
集成果 76 项，实物展品 27 项，签约项目 15 项。
唐兴装备、 虫草源等企业与合肥高校院所签订
科技合作协议 77 项，主动争取合肥成果在淮转
化。

由中安联合煤化有限公司牵头，安徽省煤
炭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共建的安徽省先进煤基
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正式组建。由合肥
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淮南师范学院
共建的人机协作机器人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
重点实验室，进入安徽省首批联合共建学科重
点实验室名单。

创建民生共享新典范
同城化发展的落脚点是改善城市圈人民

群众生活，提升幸福指数。
我市积极推动公共资源“一体化”，争取合

肥更多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在我市对口合作；推
动文旅资源“一体化”，联合打造跨界文旅精品、
风光廊道、黄金线路，携手描绘生活“幸福圈”。

寿县新桥片区已引进合肥学校 8 所，安医
专新校区、 合肥五十中新桥校区等建成招生，安
农大经济学院、 交通学院新桥校区加快建设。合

肥一中与淮南九中、合肥六中与淮南五中结对
交流，开展试卷共享、名师授课、教学研讨等活
动，淮南五中加入“合肥六中卫星同步课堂”，创
建了卫星联校实验班，收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合淮两市人社部门同意加强高端专业人才
交流互派，实现与合肥市社会化职称互认。落实
合淮两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学分互认
制度，制定《合淮同城化发展继续教育学时学分
互认情况登记表》。 在淮举办 2023 年劳务用工
对接招聘会， 组织合肥 15 家重点企业参会，提
供优质就业岗位 1.1 万个。

寿县利用合肥市蔬菜保供给后菜园的独特
地理优势，供应合肥蔬菜芦蒿 100 吨、青椒 600
吨、花菜 300 吨，对合肥市场进行季节性、结构
性补充， 年供肥蔬菜总量不少于 1000 吨。2023
年淮南与合肥共建供肥基地 5 个， 供菜 1770
吨，调运生猪 10 万余头。

淮南市文旅合肥推介会成功举办，推出“市
内近郊游、古城游”“千年古镇自驾游、陇上淮南
行—淮南市乡村自驾旅游路线”等 9 条路线，制
定合寿一日游、二日游精品旅游线路。推进江淮
运河寿县“楚风汉韵”百里画廊建设，结合寿县
全域旅游发展、引江济淮、交通码头、旅游国土
空间专项规划，加快推进项目落地。

编织交通网络新体系
经济发展， 交通先行 。 两市围绕互通互

联，加快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构建“铁、水、公、
空”一体化多式联运、无缝对接的现代化综合
交通体系， 以优越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凸显
区位优势。

2023 年 11 月 25 日， 由淮南交控集团投
资， 安徽路桥公司承建的 S16 合周高速寿县刘
岗至保义段 4 标东淝河特大桥护栏首件混凝土
浇筑顺利完成，标志着东淝河特大桥全面进入
桥面系施工阶段。

2024 年 3 月 8 日，S16 合周高速 3 标保义
枢纽工程首联现浇梁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工
程项目桥梁段上部结构施工正式拉开序幕。这
是合周高速建设取得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极
大鼓舞了参建人员的士气。

看高速公路， 截至 2023 年底，S16 合周高
速寿县刘岗至保义段和 S19 淮桐高速淮南段已
于 2022 年底开工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47.45 亿
元。

看国省干线，G206 洛曹路洛河至洞山东路
段、洞山东路至九龙岗、九龙岗至孔店、孔店至
曹庵分别开工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 4.6 亿元。
S102 孤堆至毛集一级公路孤堆至许桥段已基
本完工 ，S322 瓦埠湖大桥连接线工程 ， 计划
2024 年建成通车，累计完成投资 8.46 亿元。

看轨道交通，途经寿县并设站的合新六城
际铁路正在深化可研编制工作，合肥新桥机场
S1 号线寿县段正在全速推进。

新桥国际产业园内，新淮大道、机场北路、
幸福大道等重点工程加快建设，开通新桥至合
肥 399 路和 808 路公交线， 和合肥交通直达圈
加速构建。

携手共商合作，加强一体谋划。这一年来，
合肥、淮南两市在产业布局、园区合作、科创协
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全面共推一体
化。正如淮南市负责同志在第二届转型发展大
会合淮同城化发展座谈会上所说，将全面对标、
认真学习合肥成功经验，进一步强化“同城化”
理念，在合肥的带动下，全力打造具有竞争力、
影响力的区域合作样板。

相伴相随、合心合力、共生共荣，合淮同城
化，淮南始终在奔跑！

今天我们回望，互动、互融的涟漪已荡漾成前
行的波澜，激荡展开。从中，您可以看到扑面而来
的可喜成就，可以感受到澎湃而至的无穷希望。

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是合淮同城化的桥头堡。

联接寿县新桥产业园与合肥市区的地铁 S1 号线 2025
年底将通车运行。

共筑协同互补的产业体系， 众多优质企业入驻合淮合
作区。

位于寿蜀产业园的达因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是安徽
省创新型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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