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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收 合 并 公 告
经股东决定， 同意淮南市建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淮南市建发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请相关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 张夏 电话号码： 6682033
张亮 电话号码： 6650602

淮南市建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淮南市建发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2 日

公 开 道 歉 信
广大消费者：

我于 2021 年 6 月份， 在未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 向他
人出售含有个人信息的微信号的侵权行为， 构成对社会公共
利益的侵害， 对此我感到非常后悔并做出深刻检讨。

道歉人： 杨旭 平彤彤
2024 年 4 月 2 日

（上接一版）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2023 年， 园区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 8 家， 远达、 嘉玺、 摩纳珀里等企业成功申
报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舜天公司成功申报省企业研发中心， 远
景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成立纳米农药制剂联合实验室。 园
区联合中安公司成功获批先进煤基高分子材料安徽省产业创新研
究院。 加快建设全省唯一的化工中试基地 ， 目前已落户企业 2
家； 依托中试基地建设， 同步谋划建设博士后工作站。 园区与安
徽理工大学、 安徽能源研究院等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平台， 推进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环保检测中心建设， 积极推进新能源材料产
业园、 功能性膜材料产业园建设。

人才是第一资源。 园区联合淮南联合大学成功申报的安徽省
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项目———淮南新材料产业学院 2023 年 9 月
挂牌， 首期近 400 名学生入学， 采取 “2+1” （两年校内理论教
学， 一年企业现代学徒制实践教学） 培养模式， 为园区发展提供
高素质、 高技能人才支撑。 开设 “新材料大讲堂”， 每月一讲，
打造园区干部、 企业员工的 “充电站”。 加强企业新录用人员岗
前技能培训， 2023 年完成培训 300 余人次。 目前， 中安联合创建
了 3 个 “劳模创新工作室”、 荣获省 “五一劳动奖状”， 安徽嘉玺
荣获 “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集体” 称号， 淮南赛纬 EC 车间荣获
“安徽省工人先锋号”。

产业兴则园区兴， 园区兴则经济强。 目前， 园区已投产企业
10 家， 规上工业企业 10 家， 高新企业 8 家， 专精特新企业 7 家
（其中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4 家）， 拥有省重点实验室 1 家、 省企业
研发中心 1 家、 省产业创新研究院 1 家， 获评安徽省新材料产业
十强园区， 成为淮南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阵地。

从 1.7毫米到 38.1米：在长三角探寻中华文明“根脉”
这是出土于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一粒

“万年稻米”。 它长逾 3.7 毫米、 宽近 1.7 毫
米、 厚约 1.7 毫米， 是稻作文化起源的实
物见证。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
量最大的木质沉船———在长江口横沙水域
打捞出水的 “长江口二号”。 古船残长 38.1
米，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证。

地处长江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
国经济发展最活跃、 开放程度最高、 创新
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同时， 这片区域也
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长三角探寻中华文明 “根脉”， 近年来公
布的一个个重大考古发现给世人以不断的
惊喜和启迪。

从 2020 年起至 2023 年， 距今约 5000
年前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又相继发现
了约 20 条水坝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科技考古室主任 、 研究员王宁远说 ，
5000 年前， 良渚周边水利系统极为复杂 ，
当地的水利开发程度远超想象， 这为全面
认识良渚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提供了重要
线索。

近年来，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省级考古

机构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在国家文物局
的指导下， 开展了 “考古中国： 长江下游
区域文明模式研究” 的课题。 良渚遗址聚
落考古研究是这一课题的重点内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方向明说， 除了新发现水坝遗址之外， 考
古工作廓清了良渚遗址群经历的三个发展
阶段。 这反映了良渚人群的聚落管理和城
市营建理念、 信仰体系不断成熟的演进过
程， 显示出良渚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文
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在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中 ， 安徽省郎溪县磨盘山遗址榜上有名 。
这处遗址同样列入 “考古中国” 的上述课
题， 至今仍在发掘中， 发现了从马家浜文
化、 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 钱山漾文化至
夏、 商、 西周-春秋时期的连续文化堆积。
它延续时间长， 谱系完整， 是长江下游地
区少有的持续近 4000 年的中心性聚落。

考古项目负责人、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副教授赵东升表示， 这一遗址同样对于探
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 文明化
进程， 青铜时代的中原化进程， 了解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与前两处遗址同属 “考古中国” 相关
课题的， 还有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的
寺墩遗址 。 它与良渚古城遗址年龄 “相
仿”， 是一处距今 5500 年至 4500 年的中心
聚落遗址， 以崧泽-良渚文化遗存为主体。

从 2019 年以来， 寺墩遗址考古发现了
崧泽时期的墓葬区、 干栏式建筑、 水井等
大量遗址， 以及良渚时期以圆形土墩为中
心， 有 10 余处台地和双重水系环绕的聚落
形态。 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于成龙说， 这
处遗址的变迁， 生动反映了太湖地区史前
社会最终迈向早期国家形态的过程。

“长江下游早期文明为中华文明作出
了多方面的贡献， 涉及水稻栽培、 独木舟
制作、 犁耕技术、 玉礼器和瓷器制作等多
个方面。” 著名考古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王巍曾表示， 从现有考古成果看，
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奠基于约 1 万年前 ；
像良渚发明的玉礼器系统， 经过夏商王朝
的吸收， 向周围进行了又一次强力的辐射
和传播。

长江奔流入东海， 长三角地区 “向东
是大海” 的文化基因在考古中也一再得到
印证。 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井头山遗址是

我国沿海地区埋藏最深、 年代最早的海岸
贝丘遗址。 井头山遗址考古领队、 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说， 考古证
明 ， 早在 8000 年前 ， 先民就开始适应海
洋 、 利用海洋了 ， 体现出了高超的智慧 、
能力和技术。

2022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之
一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在 2023 年又有新发
现， 新发现的一座古码头遗迹和一艘古代
沉船进一步见证了这座海上丝绸之路古港
的昔日繁华。 而 “长江口二号” 古船已在
黄浦江畔的上海船厂旧址 1 号船坞接受考
古发掘和文物整体保护。 它犹如记录长江
黄金水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景象的一枚
“时间胶囊”， 将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 研究员陈杰说 ，
如今的长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而
从最早距今约 6000 年的崧泽文化开始， 江
南文化就有了精致开放的特质， 这种特质
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就更为鲜明。 这是长三
角 “文化基因” 对于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
而长三角一体化也是一个穿越古今的文化
主题。 （新华社杭州 4 月 2 日电
记者 冯 源 孙丽萍 蒋 芳 刘美子）

信心与动能： 透视中国制造业 PMI释放的经济运行信号
在连续 5 个月收缩后， 3 月份中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 50.8%， 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 PMI 升至 53.9%， 小型企
业 PMI12 个月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 折
射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积蓄， 市场发
展预期稳中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PMI 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
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 3 月份， 随着企业
在春节过后加快复工复产， 市场活跃度提
升 ， 制造业 PMI 重返 50%以上的扩张区
间。 从景气面看， 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5 个位于扩张区间， 比上月增加 10 个。

多家外媒认为， 制造业 PMI 高于临界
点， 显示中国经济发展企稳回升。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载文说， 3 月份中国制造
业活动出现半年来首次扩张， 并创下一年
来的新高， 表明中国经济已找到新的增长
引擎。 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称， 这是中
国经济复苏的积极信号。 “随着近期一系
列刺激措施开始生效， 中国市场预期继续

向好， 中国经济正展现企稳迹象。” 《华尔
街日报》 报道称。

“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 反映中
国经济运行边际改善、 回升明显。” 中国物
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说。

综合制造业 PMI 分项指数变化来看 ，
推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累积增
强———

新动能成长壮大。 3 月份， 高技术制
造业、 消费品行业、 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
为 53.9% 、 51.8%和 51.6% ， 比 上 月 上 升
3.1、 1.8 和 2.1 个百分点， 均高于制造业总
体水平。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
订单指数均高于 55.0%， 相关行业产需加
快释放， 反映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经营主体活力释放。 中小企业是扩大
就业、 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3 月份，
中 、 小 型 企 业 PMI 分 别 升 至 50.6% 、
50.3%， 均是在连续 11 个月运行在 50%以
下后重返扩张区间。

市场发展信心增强。 3 月份 ， 生产经
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6%， 比上月上升 1.4
个百分点， 升至较高景气区间。

“一系列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分项指
数显示， 我国经济恢复基础更牢、 创新发
展动能更强、 回升向好潜力更足。” 南方科
技大学副校长金李说。

事实上， 在 3 月份制造业 PMI 数据公
布之前， 中国经济多项指标都出现明显改
善， 如民间投资增速由负转正、 出口重回
两位数增长等等， 释放出中国经济开局良
好的暖意。

“包括制造业 PMI 在内的诸多经济指
标加快复苏， 既彰显中国经济回升向好、 长
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也表明中国采
取的各项稳增长政策举措持续落地见效， 将
有力提振经济社会发展信心。” 金李说。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23 年中国
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今
年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将继续

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
在当前全球跨境贸易投资低迷的背景

下， 苹果、 葛兰素史克等诸多跨国公司高
管近期密集访华。 不久前举行的 “投资中
国” 首场标志性活动， 更是吸引了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 余名企业家和外国在
华商协会代表参加 ， 中国市场 “磁吸力 ”
持续释放。

“随着中国市场产业结构的变化， 我
们也在用新的态度来调整投资。” 松下控股
集团全球副总裁本间哲朗说， 集团 3 月份
在江苏苏州落地了一个关于半导体电子材
料新产线的项目， 将建设 5 万平方米自动
化、 智能化的绿色工厂， 打造国际一流的
集成电路新材料生产基地。

“展望未来， 我们觉得中国在 2024 年
将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增长轨迹， 并将位于
政府宣布的增长区间。”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浅川雅嗣说。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