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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级贫困县到全国百强县

安徽长丰：解锁县域新质生产力创新密码
经济参考报记者 王 菲

规上企业研发投入增长 57%、 新能
源汽车产业同比增长约 259%、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86.5%……抢抓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安徽省
合肥市长丰县产业转型“快跑”出圈。从
国家级贫困县到全国百强县， 长丰县如
何解锁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密码， 拓展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小巨人”跑出加速度
今天的长丰县， 以比亚迪合肥基地

为龙头，集整车制造、零部件、后市场、智
能网联等全产业链为一体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正由链到群， 快速蝶变为新的产业
地标。2023 年， 长丰县完成规上工业总
产值 1640 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产
值 740 亿元，同比增长约 259%。

作为合肥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丰县连接合肥、淮南、蚌埠三市，也是
省会合肥辐射皖北的“桥头堡”。

“长丰县的汽车梦源于二十世纪 90
年代为江淮汽车配套生产汽车零部件，
彼时的长丰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长丰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陈新宇说。梦
想的种子在坚守中生根发芽。 坚持工业
立县一张蓝图绘到底，2012 年长丰县脱
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2016 年跻身全
国综合实力百强县。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引领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长丰县积极融入
安徽省及合肥市的产业布局， 明确产业
定位，构建“三主三新”产业发展版图：培
育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家居家
电、高效节能环保三个 500 亿产业集群，
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健康、现代高
端服务业三个“百亿新兴产业”。

“今年的出口订单量增长很快，我们
准备继续拓展海外市场。”在安徽华信电
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里， 一辆辆下
线不久的新能源环卫车整齐排列， 即将

销往海外。 公司总经理助理张超告诉记
者，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华信专注于环卫行业这一细分领域，融
入当地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 瞄准绿
色化、智能化的行业发展趋势，依托数字
化赋能，不断延伸产品的价值链，持续开
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以改革促发展， 长丰县加快完善体
制机制， 持续提升政策精度， 大力实施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推动制
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夯
实现代产业体系基础。

“围绕新型工业化战略目标，这几年
我们抢抓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业发展
风口，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一批行业‘小
巨人’、隐形冠军企业脱颖而出，快速成
长为细分市场的产业‘尖兵’，激活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合肥市副市
长、长丰县委书记李命山说。

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服务体系、促进
资源整合……长丰县加快优化营商环境，
比亚迪、新美光电总部、法科达拉等一批
优质项目纷至沓来， 形成大企业顶天立
地，优质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产业生态。

以创新为引领，以特色赢市场。
2023 年，长丰县完成规上工业总产

值 1640 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
共计 740 亿元，同比增长约 259%。

“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动力变革和动能
转换。到 2025 年末，全县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将超过
50%。”长丰县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驱动创新强引擎
作为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底盘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专精特新企业，安徽万
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
“看家本领”，与比亚迪、蔚来等造车“新
势力”建立起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年
产值超 10 亿元。

优化创新生态， 激活各类创新要素
活力，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
契机，长丰加快建设“科创强县”，完善县
域创新体系布局， 推进双凤宇桥生态科
技园、北城科创中心、岗集科创小镇、合
肥智慧农业谷四大科创基地建设， 围绕
智能网联汽车、新型显示、半导体等重点
产业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科研攻关和成
果产业转化， 助力县域优势主导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长丰县科技局局长张帆说：“有为政
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发力， 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有机相融， 我们加快体制机制创
新，发挥政府+市场‘两只手’作用，深化
与大学大院大所大企合作， 持续优化创
新生态。”

科技创新投入大、风险大、回报周期
长，是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拦路虎”。按
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风险
容忍” 原则， 长丰县成立 330 亿元母基
金，加快培育科创天使基金，坚持投早、
投小、投“硬科技”，助力科技成果就地转
化和新兴产业成长壮大。

“研发的早期阶段，也是企业最困难
的时候。当地政府‘不离不弃’，陪伴企业
一路爬坡迈坎。”提起创业过程的酸甜苦
辣， 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
责人梅浩东不无感慨。

电机是现代工业的“心脏”，先进的
永磁电机技术一度为国外所垄断。 凭借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永磁电机，明
腾敲开了市场的大门， 成为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还牵头制定了
多项国家标准。

为企业遴选科技副总 、 鼓励企业
与高校共建创新平台 、 加快建设中试
基地……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长丰
县加快推动“政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
助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以科技创新塑

造县域发展核心竞争力。
截至 2023 年末，长丰县培育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 126 家，位居全省第一。在安
徽省 72 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中，
长丰县汽车零部件特色产业基地以超
700 亿元营收领跑。

培育县域新质生产力的
长丰启示

———“借梯登高”，融入“主赛道”。产
业支撑乏力、创新动能不足，是县域经济
发展面临的两大挑战。 长丰县 “借梯登
高”，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合
肥都市圈发展为契机， 抓住区域协同发
展黄金机遇， 找准自身定位， 围绕合肥
“芯屏汽合、急终生智”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不断补链、强链，快速培育发展县
域先进制造业，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融
入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赛道”。

———因地制宜，拓展新空间。长丰县
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环境容量、产业基础
等条件， 突出重点区域， 统筹协调城镇
化 、工业化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优化要
素资源配置，因地制宜构建一批特色鲜
明、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
擎 ，因地制宜锻长补短 ，推动制造业向
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夯实
现代产业体系基础，拓展发展新空间。

———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以改革
促发展， 长丰县持续深化科技创新机制
改革， 在全市率先成立长丰县科技创新
委员会， 建立三级调度推进机制， 从队
伍 、资金 、政策 、人才 、平台等多方面发
力，加快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四链融合。 长丰县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
用，引导企业深耕行业细分领域，围绕重
点产业链关键环节， 持续提升技术和工
艺水平， 培育一批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
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摆脱传统经
济增长方式，夯实制造业整体实力。

鹭鸟蹁跹
伴夏耕
近日， 六安市裕安

区江家店镇新沟民族
村， 翻耕平整的水田里
成群结队的鹭鸟穿梭其
间，或在天空飞扬舞动，
或站立田间搜寻觅食，
或在一起嬉戏追逐，与
正在忙碌耕作的农民农
机构成一幅充满诗情画
意的和谐乡村夏种图。
图为成群飞舞的鹭鸟与
绿意盎然的秧田构成一
幅美丽和谐的生态乡村
图景。

皖西日报记者
田凯平 摄

滁州聚力培育专精特新壮大新质生产力
滁州日报讯 专精特新企业是推进

新型工业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
量。近年来，滁州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市战
略，聚要素、优服务，持续加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培育力度， 引导和推动更多中
小企业向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
化发展，厚植现代产业实力。

去年，滁州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提出通过实施梯度培育、
技术创新、数字赋能、融资提升、要素保
障及环境优化“六大行动”，着力培育专
注于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
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截至目
前， 全市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 487

户，居全省第三位 ；累计培育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 466 家 ， 占规上工业企业的
18.09%；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8 家，居全省第三位。其中，安徽鑫铂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家专精特新企业成
功上市，阔步走向资本市场，占全市上市
企业的 50%。

专精特新企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强
有力的政策与资本支持。《意见》首次提
出了由市财政对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予奖补，
以此激发企业积极性 。不仅如此 ，滁州
市全面贯彻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及措
施精神 ，积极争取上级扶持资金 。近三
年来，滁州市 5 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得中

央财政资金支持 1948.9 万元 ；118 家专
精特新企业获得省财政奖补 8258 万元；
92 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得市财政奖补
1314.58 万元。

在金融赋能上，滁州市持续推进“十
行千亿万企”中小企业融资专项行动，建
立全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项目
信息库；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在安徽省股
权交易托管中心专精特新板挂牌， 截至
目前，滁州市 87 家专精特新企业在安徽
省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板成功挂牌。

创新，是专精特新企业的灵魂。滁州
市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促进专精特新企
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进一步加大专精特
新企业技改投入。

2023 年以来，滁州市 48 家专精特新
企业开展了技术改造。 持续建设企业创
新载体， 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建立企业技
术中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截至目前，
滁州市 1 家专精特新企业建立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 、131 家专精特新企业建立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人才供给， 滁州
市开展滁商大讲堂系列企业经营管理人
才培训活动。去年以来，举办 5 期滁商大
讲堂专题培训，累计培训 1200 余名企业
管理人员，并组织 60 余名专精特新企业
高级管理人才赴西安交通大学开展专题
培训交流。

（记者 李文刚）

跨境电商助力“皖货”出海
合肥晚报讯 6 月 12 日，2024 年

中国（合肥）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在肥召
开， 合肥市琥珀楼宇跨境电商产业园
在大会上正式揭牌， 这也是全省首家
楼宇型跨境电商产业园。 合肥商务局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全市有跨
境电商企业约 2600 家，其中年交易额
超 2000 万元的企业 139 家。

会上， 合肥市琥珀楼宇跨境电商
产业园揭牌， 这也是全省首家楼宇型
跨境电商产业园。

记者从合肥市商务局了解到，合
肥积极支持企业建设使用海外仓。 截
至 2023 年底，全市共 40 家传统外贸、
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建设、 租赁海外
仓 125 个， 总面积达 61.05 万平方米，
覆盖美国、法国、俄罗斯等 36 个国家
和地区；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海
外仓 39 个，面积达 33.17 万平方米。积
极培育省级公共海外仓， 合肥拓图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俄罗斯海外仓、 安徽
鸿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美国海外
仓等 6 个海外仓被认定为省级公共海
外仓， 我市省级公共海外仓数量占全
省比重达 75%。

“我们主要是搭建 ‘皖货出海’的
桥梁和平台， 可以提供 12 个国家 15
个海外仓的服务。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国际业务分公司
总经理陶丽娟表示。

大会透露，2023 年，合肥市跨境电
商交易额首次突破 200 亿元，达 237.46

亿元、 占全省 57.5%， 同比增长 21%；
2024 年 1-4 月，全市实现跨境电商交
易额 52.64 亿元，同比增长 19.5%。

合肥市商务局电商处处长郝圣梅
介绍，合肥市培育引进一达通、凯福佑
等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构建跨境电商
完整服务链条，促进大恒能源、美的洗
衣机、省轻工、科大讯飞、百大集团等
传统企业转型发展跨境电商， 孵化培
育出梵海科技、米莱诺、阳乐太阳能等
一批跨境电商中坚企业。

截至 2023 年底，全市有跨境电商
企业约 2600 家，其中年交易额超 2000
万元的企业 139 家；1-4 月，实现跨境
电商交易额超 2000 万元的企业 40
家，超亿元企业 8 家。

据亚马逊数据，2023 年合肥跨境
电商交易额、 新增卖家数均位居全国
前十。

近年来 ，合肥市 “跨境电商+产
业带 ”建设深度推进 ，培育了光伏新
能源 、纺织服装 、家居园艺 、小家电 、
消 费 类 电 子 产 品 等 跨 境 电 商 产 业
带。

“我们大力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品
牌出海，鼓励企业深度介入供应链，提
升产品品质，打造自主品牌，以跨境电
商带动品牌产品走出国门。 ”郝圣梅透
露，目前，全市共建成 4 个省级跨境电
商产业园和 5 个市级跨境电商产业
园。

（记者 余佼佼）

“联合验收”机制助力重点项目
跑出投产“加速度”

马鞍山日报讯 “过去单项办理
工业项目竣工验收， 需要准备多套材
料，跑多个部门，至少需要两三个月。
马鞍山推行工程项目‘联合验收’机制
后， 我们从申报到取得竣工联合验收
意见书，只用了不到 20 天。 ”对于项目
办理竣工验收时享受到的便利， 宝武
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管理人
员吕斌赞不绝口。

2020 年，宝特高金生产基地正式
启动筹备工作，2023 年 8 月进入热负
荷调试阶段。

吕斌告诉记者， 竣工验收是工程
项目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一直以来，
验收审批流程复杂，涉及部门多、环节
多、材料多，跨度时间长。

“为助力重点项目早日竣工投产，
市住建局会同自规、质监、消防、档案
等部门， 多次赴项目现场开展联合验
收指导服务，全程跟踪项目进展情况，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验收过程中存在的
工程资料不全 、 工程实体质量等问
题。 ”市住建局行政审批科科长周祎表
示，通过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
批效率，全程只用了 20 天就完成所有

验收步骤， 为该项目投产打下坚实基
础。

自投产以来， 宝特高金生产基地
的电炉、 中频炉、LF 炉等主体设备运
行正常。 截至目前， 电炉厂总计生产
58 个钢种 ，产量已超 3 万吨 ，产品质
量总体稳定，成分合格率达 99.4%。

为做好重大项目的服务保障工
作 ，近年来 ，市住建局以企业需求为
导向 ， 联合相关部门推行工业项目
竣工 “一个标准 、一套人马 、一次办
结 ”的 “三合一 ”联合验收机制 ，通过
主动对接企业 ，提前介入服务 ，缩短
验收时限。 2023 年以来，已经对宝武
特冶 、中钢天源等 15 个工业项目组
织了竣工联合验收 ，验收面积 12 万
平方米， 验收一次性通过率达 95%以
上。

下一步， 马鞍山市将持续深化联
合验收工作， 进一步提升工程项目数
据共享，简化程序、精简材料、压缩时
限，为竣工联合验收按下“快进键”，推
动工程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全力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
（记者 黄筱敏 通讯员 高海超）

“东数西算”芜湖集群创新
大会重磅来袭

芜湖日报讯 记者从芜湖市数据
资源管理局获悉， 为推动算力变革不
断向纵深发展， 为新质生产力长足进
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6 月 13 日
至 14 日，以“加速智能升级 共建美
好智算之城”为主题的“东数西算”芜
湖集群创新大会暨华为云华东（芜湖）
数据中心全球开服活动在芜湖宜居国
际博览中心举办。

本次活动由省数据资源管理局、
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科学技术厅、省通信管理
局指导，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办，芜湖
市人民政府协办。 “算力要转化为新质
生产力，需要与数据、算法等新型生产
要素深度融合， 形成多模态的应用场
景解决方案，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
出产业动能。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更好结合， 本次活动邀请了主管
部门 、行业专家 、企业家 、政府 、服务
商、 投资机构等各方面的代表共千余
人参加。

根据活动安排，6 月 13 日， 与会
人员将分批参观考察芜湖集群， 并参

与生态招商对接会、 产业闭门研讨会
等。 6 月 14 日，专家学者将围绕“发展
智算产业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夯
实智算产业底座 重塑千行万业新发
展”等作主题演讲，作为本次活动的重
磅环节， 当天上午还将举办 “东数西
算” 芜湖集群首个节点上线暨华为云
华东（芜湖）数据中心全球开服仪式、
华为—芜湖“一底座四中心”合作协议
签约及揭牌仪式、 芜湖集群政策发布
等。当天下午，还将组织开展人工智能
创新论坛、数智生态创新论坛、互联网
圆桌研讨活动等。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俊表示，希望通过
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强长三角、中部
地区以及与其他数据中心集群智能算
力交流与合作， 引导智能计算产业的
进一步发展与创新， 并通过系列活动
的开展，引导千行百业投入“智能+”模
式，在数字化、场景适配、数据流通、人
才发展等方面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智算
产业， 进一步把芜湖打造成为国内领
先的“智算之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推动芜湖高质量发展。

（记者 翟婉倩 张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