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4-0006

网址：Http://www.huainannet.com

2024 年 4 月 12日 星期五

今日 8 版总第 15316 期
甲辰年三月初四 A1

合肥都市圈新闻
HUAI�NAN�RI�BAO�

民宿撬动小切口 三产融合大发展
———六安市霍山县发展民宿产业集群侧记

皖西日报记者 张金柱 朱 凯

“住在这里，能够看屋脊山云海，还
能品尝农家土菜 ， 近距离感受田园生
活。 ”近日,住在六安市霍山县单龙寺镇
“影寓”民宿的南京游客李彤高兴地说。

近年来 ，霍山县大力实践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结合特有的生
态禀赋和资源优势，坚持把民宿产业集
群建设作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切入
口，全力推动民宿高质量发展。 2023 年，
该县已建成精品旅游民宿 53 家， 接待
游客达 510 万人次， 实现综合收入 19.3
亿元。

顶流设计，让民宿“站上舞台”
聚焦规划引领。 该县将民宿发展纳

入全域旅游、康养旅游总体规划 ，制定
标准规范，开展技能培训，大力推行民宿
环境“十有”和服务“五心”标准 (即有主
人、有山水、有业态、有主题、有创意、有
体验、有故事、有乡愁、有智慧、有口碑；
服务贴心、暖心、舒心、放心、开心)，不断
提高民宿运营管理水平。 霍山县因地制
宜, 出台了 《加快旅游民宿发展实施意
见》， 修订了 《扶持旅游业发展奖励办
法》,打造“大别山人家”民宿品牌。 共评
定星级民宿 25 家，成功创建国家级丙级
民宿 1 家。 三年来,共整合各项资金 4.85
亿元，用于支持民宿开发建设以及基础

设施配套完善。
聚焦资源整合 。 对 16 个乡镇 158

户闲置个体民房和宅基地以及 49 处闲
置校舍、敬老院、“三线”军工资产等公
益设施进行收储或租赁盘活，由政府统
筹进行旅游民宿项目开发。 同时 ,组建
由文旅、市场监管、公安、消防、住建等
部门组成的民宿服务专班，为民宿选址
规划、业务经营、质量安全 、消防设计、
公共环境、食品卫生、申报审批等全方
位 “把诊问脉”， 为民宿发展 “保驾护
航”。

招大引强，让民宿“插上翅膀”
紧盯资本“浇灌”。 该县抢抓机遇,与

上海市青浦区签订文旅合作交流协议，
成功与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上海乐川
国际旅行社、广东颐和假期旅行社上海
分公司达成文旅组团地接协议，积极和
高端民宿运营商对接，加大民宿招商引
资力度。

紧盯人才“活水”。 近年来,该县通过
引进和培育等方式，吸引了安徽崇山瀚
海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义辉、霍
山县宋家河古村茶栈旅游服务有限公
司法人兼总经理程浩、单龙寺镇扫帚河
村刘山青等一大批返乡青年，投入乡村
民宿事业发展,成为乡村振兴带头人。

紧盯品牌“赋能”。 该县深入实施民
宿品牌 “1+N”培育工程 ，依据资源 、环
境、规模、档次，重点打造“大别·乡宿”
旅游民宿品牌 ,积极培育“大别山人家”
“漫宿+”等本土特色民宿品牌。 漫水河
“漫宿·古桥人家”“漫宿·辣椒红了”系
列民宿公开拍租。 成功引进上海“沁居”
高端民宿品牌，不断提升旅游民宿品牌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紧盯营销“造势”。 积极引导民宿经
营主体在抖音、B 站、小红书等新媒体平
台，进行笔记写作以及视频剪辑宣传推
广，产生爆点、形成热点、变成卖点。 该
县太阳乡鑫钟秀茶宿通过组建团队 ,在
抖音等平台发布民宿短视频，短短一个
月吸粉 4000 余人。

跨界融合，让民宿“青春永驻”
留住游客的“脚”。 推行“民宿+产

业 ”模式 ，该县宋家河村———古村茶栈
通过茶叶销售、大汉漂流 、文体活动等
多渠道增收， 走出了一条茶旅融合、产
旅融合的新路子 ， 年接待游客 5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50 余万元，带动全村
及沿线 30 多家农家乐、民宿，户均增收
10 万元。

抓住游客的“胃”。 推行“民宿+美食
模式”，举办药膳美食旅游文化节暨“新

徽菜·名徽厨”专项职业技能竞赛，推出
“十大海”“养生霍膳” 等一系列民宿特
色菜。 太阳乡金竹坪村、上土市镇陡沙
河村成功入选六安市首批特色美食村，
大别山风景道乡村美食游、生态陡沙河
美食游入选六安市特色美食旅游线路。

牵住游客的“心”。 推进“民宿+文
化”模式，通过讲好故事、植入情怀 、融
入文化、交流互动等模式，发展“老板娘
文化”， 建立民宿经营者与游客的长久
关系，让游客身心交融、乐而忘返。 “别
山雅苑”“花开半朵”“水云间度假山庄”
等一批观景民宿、乡愁民宿 、文化民宿
等主题民宿，让游人在每个民宿都能找
到不一样的独特体验。

塞满游客的“车”。 推行“民宿+后备
箱工程”模式，王家店村“何家大院”“淮
源农庄”等民宿将乡村民宿打造成特色
农产品的展销平台，通过霍山石斛等农
特产品种植 、加工 、销售 ，拓展营收渠
道，带动群众增收就业，两家民宿年收
入均超 150 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科学规划、
打造品牌、丰富业态、强化运营等方面
求突破，持续探索 ‘两山转化’新路径 ，
推动旅游民宿业高质量发展, 将霍山的
绿水青山打造成更多人的 ‘诗和远
方’。 ”该县文旅局局长赵刚说。

春日采茶忙
4 月 9 日， 茶农在位于合肥市

肥西县铭传乡聚星村的茶园里采摘
春茶。

眼下正值春茶采摘时节， 在安
徽省合肥市肥西县铭传乡聚星村，
茶农们抢抓农时采摘春茶。近年来，
肥西县铭传乡积极引导当地村民利
用闲置的荒山荒坡开展生态茶种
植，推进乡村茶旅融合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新华社 发 徐 勇 摄

小身躯有大能量 小体量有大作为
马鞍山市强化梯度培育推动中小微企业上规模

马鞍山日报记者 邬 刚 通讯员 车颖利

中小微企业在促进增长 、 保障就
业、活跃市场、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马鞍山市以企业梯度培育为工作
重点 ，从源头做起 ，谋长远发展 ，全方
位推动中小微企业上规模， 不断夯实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今年一季度 ， 全市新增规上工业
企业 140 户 ，净增 110 户 ，完成年度净
增目标任务 （151 户 ）的 72.85％ ，超序
时进度 47.85 个百分点， 截至目前，全
市现有规上工业企业 1604 户。

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机
制成效初显

企业茁壮成长，需要 “阳光雨露 ”。
如何让更多的企业符合入规条件 、实
现达标入规？ 马鞍山市摸排拟入规企
业，建立规上企业培育库，按月调度企
业营收数据， 指导县区有针对性地开
展规上培育工作。

在具体举措上，市、县区 （园区 ）安
排专人负责规上培育， 经信部门人员

负责为企业上规提供各项服务 、 解决
各种难题， 统计部门人员负责指导企
业申报规上 。 市经信局按月从税务部
门调取营收接近入规标准的规下企业
名单并及时反馈至各县区 （园区），县
区 （园区 ）为企业提供 “一企一策 ”服
务。 部门联动、市县一体，共同做好规
上培育工作。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 ，血脉通 ，
发展才健康有力。

马鞍山市积极执行 “鼓励小微企
业上规模”政策条款，对首次新增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且连续两年均为规模
以上的， 分两年奖励每户企业每年 10
万元。 2023 年奖励 164 户 1640 万元 ，
2024 年拟奖励 350 余户 3500 余万元 ，
以实际利益带动企业上规模。

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态势正在形成

“专精特新” 企业是马鞍山市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 “专精
特新” 是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
申报 “专精特新 ”企业 ，必须先成

为规上企业。 这是一条艰难的“晋级之
路”，马鞍山市却是收获满满。 硕果盈
枝的背后，是马鞍山市落实《优质中小
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精神，健
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引导企业做好
发展规划，促进企业稳步成长。

与全国其他中小微企业一样 ，“专
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同样会面临融资、
人才、 市场等难题 。 瞄准这些痛点难
点， 马鞍山市各部门积极构建高效的
政策和服务支撑体系，一方面，围绕金
融支持、发展空间等多个方面，为企业
“专精特新 ”发展提供要素保障 ，另一
方面，“一对一、点对点”，解难题、办实
事 ，打造出保护 “专精特新 ”企业健康
发展的生态体系。

今年以来 ， 安徽德系重工科技有
限公司等多家新增规上工业企业已培
育为创新型中小企业， 为后续成长为
省 “专精特新 ”企业 、工信部 “小巨人 ”
企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体
系加速完善

“环境是软实力，是核心竞争力。 ”
马鞍山市一直在讲，一直在喊，也一直
在践行。

马鞍山市在全省率先开展 “企声
响应”专项行动，创新“采石会客厅”企
业服务集成改革、 升级企业服务中心
功能、推进惠企政策“即申即享”“免申
即享”等措施，全力为中小微企业办实
事 、解难题 、促发展 ，不断提升企业满
意度、获得感……

服务企业 ，企业是 “裁判 ”，最有
“发言权”。

从经济发展上看 ， 清理拖欠企业
账款事关构建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
环境和标准 、效率 、诚信的营商环境 。
马鞍山市制定 《马鞍山市清理拖欠企
业账款工作实施方案》及考核细则，将
清欠工作纳入市政府目标考核体系 、
市营商环境考核体系， 有效稳定了企
业持续发展的信心。

合肥“揭榜挂帅”项目
管理办法公布

合肥晚报讯 单个项目最高给予
1000 万元支持、 揭榜单位和发榜单位
应没有关联关系……4 月 9 日 ， 《合
肥市科技攻关 “揭榜挂帅” 项目管理
办法 （试行 ）》 （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正式印发， 让 “揭榜挂帅” 项目
全过程管理可查询、 可追溯， 管理办
法将从今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

管理办法对科技攻关项目的发榜
揭榜、 申报立项、 验收评价和责任承
担等方面都进行了规范。 如明确由合
肥市科技局每年发布项目榜单征集通
知， 揭榜单位应为有能力解决榜单任
务的高等院校、 新型研发机构等， 且
揭榜单位和发榜单位应没有关联关系；
项目实施周期结束后 60 日内， 项目负
责人通过发榜单位提交验收申请、 项
目任务书指标完成情况对照材料、 项
目绩效报告等。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管理办法对
市重大、 关键科技攻关项目的实施周

期进行了明确。
管理办法要求， 市重大项目实施

周期一般不超过 3 年， 医药领域等个
别项目实施周期可延至 5 年， 市财政
给予发榜单位单个项目最高 1000 万元
支持； 市关键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
过 2 年， 医药领域等个别项目实施周
期可延至 3 年， 市财政给予发榜单位
单个项目最高 200 万元支持。

其中， 发榜单位的投入不能低于
重大和关键项目总投入的 60%， 市关
键项目施行科研项目经费 “包干制”。

项目验收通过后， 合肥也将持续
关注其成效。 管理办法要求， 项目验
收通过 2 年内， 项目发榜单位应当及
时报告后续研究进展和成果应用绩效，
牵头管理处室可对适宜继续支持的项
目或具有商业应用价值且可能快速转
化的项目成果 ， 协调采取直接资助 、
股权、 债权等方式给予继续支持。

（记者 刘小容）

一批“未来感”项目将走进芜湖
芜湖日报讯 汽车天上飞 、 导航

不用网、 人形机甲路上 “跑” ……在
日前进行的本年度芜湖首批高层次人
才团队路演现场 ， 一批充满 “未来
感” 的项目走入现实。

记者了解到， 今年参加路演的 20
个高层次团队中， 有 3 个团队由院士
直接领衔 。 团队共集聚各类人才 113
人， 其中博士 51 人， 硕士 38 人 ， 高
级职称 4 人， 外籍人才 2 人。 聚焦芜
湖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 今年团队研究
方向集中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
航空航天、 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
能等一批芜湖市正在重点突破的核心
技术领域。

欧洲科学院院士曲小波领衔的团
队就瞄准了低空经济这一产业 “蓝
海 ”。 “从产业发展来看 ， 芜湖有着
我最看重的从螺旋桨到航电、 机身几
乎所有的上下游配套 。” 他说 ， 芜湖
有直径 8 公里的飞行测试区， 方便开
展科研、 测试等各项飞行活动； 合作
方奇瑞有成熟的汽车整车生产、 销售
经验 ， 将为项目产业化提供更多便

利； 政策方面， 芜湖是安徽乃至全国
率先改革最早发展低空经济的城市之
一 ， 上个月刚刚召开了低空经济大
会， 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加快发展成为
全国低空经济发展先行区、 集聚区和
示范区的目标。 这一切， 都与他的目
标不谋而合 。 “无论是基础设施建
设， 还是产业配套与发展规划， 芜湖
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我们希望踩准
城市发展的节奏， 和芜湖一道走向未
来 。” 曲小波信心满满地表示 ， 如果
一切顺利， 团队的第一台飞行汽车将
于今年 9 月左右在芜湖下线。

人才是第一资源， 是新质生产力
的创造者和使用者， 同样是芜湖市加
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最大底气 。
按计划， 今年芜湖市将靶向招引高层
次科技人才团队 90 个以上 。 “十四
五” 期间， 全市将新招引高层次科技
人才团队 300 个 、 领军人才 1000 名 、
高端人才 10000 名 、 大学生 30 万名 ，
为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提供强大人才
支撑。

（记者 杨友艺）

蚌埠运行安徽首个工程建设
全过程图纸数字化管理平台

蚌埠新闻网讯 “数字住建 ” 在
地市级怎样落地， 如何惠企？ 近年来
蚌埠市正在积极探索实践。 市住建局
试点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图纸数字化
模式， 在安徽省率先运行工程建设全
过程图纸数字化管理平台， 促进工程
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 切实为政府提
效 、 为企业减负 、 为群众谋利 。 日
前， 该模式作为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
点经验 ， 入选中国 （安徽 ） 自贸区
2023 年度制度创新成果。

蚌埠融建置业有限公司就是受益
企业之一。 公司在办理山水宸院项目
的相关手续时 ， 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全
过程图纸数字化模式在网上对所有图
纸变更进行报审。 建设工程项目图纸
从勘察 、 设计 、 审查 、 施工 、 监理 、
验收 、 归档全部实现了一系统协同 ，
一图到底。 通过建设工程图纸全过程
数字化， 图纸版本统一， 有力地保障
了建设工程的安全。 “企业不仅实现
了零跑腿， 而且每张数字化图纸都有
多方关联比对， 验证企业及人员的真

实性 、 有效性 ， 设计责任全程追溯 ，
还大大减少了因图纸混乱造成的工程
质量隐患和经济纠纷。” 蚌埠融建置业
有限公司前期开发经理潘茹深有感慨，
“这个过程中， 我感觉到图审效率提升
了有 3 倍， 而且大大节省了图纸晒图
打印的费用， 我们企业这一个项目就
能省出来 2 万多元。”

全过程图纸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
了施工图审查等 15 个数字指标信息的
自动汇集， 单个工程项目从图纸审查
到竣工图编制到数字化归档， 时间平
均可缩短 100 天。 据统计 ， 蚌埠市全
过程数字化图纸闭环管理系统自 2022
年 12 月份上线至今 ， 共在线监管了
3339 个项目、 9426 个单体， 企业不仅
获得了方便 、 安心 ， 还节省了成本 。
“图纸数字化改革中， 仅纸质图纸晒图
打印费用一项， 平均每个项目可节约 2
万元， 每年可为全部在蚌建筑业企业
节约数千万元。” 市住建局行政审批和
营商环境科科长张道民介绍。

（记者 郝玉琳）

合肥港首季三项指标均创新高
合肥晚报讯 4 月 9 日， 记者从安

徽港口集团合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肥港”）了解到，一季度集装箱吞吐
量、件散货吞吐量、总货物吞吐量分别
完成 12.47 万标箱 、60.38 万吨 、167.99
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 13.64%、37.57%、
38.83%，三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目前，合肥港旗下南淝河港 、派河

港、巢湖港已引进全球排名前二十的知
名船公司开展业务， 常态化开通 “合
肥－南京－上海”“合肥－芜湖－上海”集
装箱中转航线和 “合肥－外高桥 （太
仓）”“合肥－洋山”直达航线，与沿江南
京港、 芜湖港和上海港形成港港联动，
平均每天 10 班以上始发班轮， 形成公
交式驳船运输。 （记者 余佼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