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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新起点 阔步新征程
———田家庵经济开发区 2024年高质量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李东华 本报通讯员 吴喆敏

在田家庵区节后召开的区委经济工作会议暨推动
高质量发展大会上， 田家庵经济开发区荣获 “推进新
时代田家庵区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表彰”， 并在大会上
作交流发言。

园区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主阵地。2024 年，田家
庵经济开发区正式获批省级经济开发区，立足新起点，
园区自我加压，全力以赴强基础、优环境、抓招商、上项
目，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各项经
济指标取得了较快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7.64 亿元，增
长 108.5%；工业投资 5.88 亿元，增长 77.9%；工业增加
值 2.6 亿元 ，增长 8.3%；入库税收 7046.71 万元 ，增长
52.48%，超额完成区委、区政府年度考核任务。

培育壮大主导产业， 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田家庵经济开发区以科学规划为引领，结合区域资
源和产业基础，编制《安徽淮南田家庵经济开发区总体
发展规划（2023-2035 年）》，明确“汽车零部件、非金属
矿物制品和金属制品”为主导产业方向，按照“补链、延
链、强链”的总体思路开展招商，吸引更多的上下游配套

产业项目入驻，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壮大产业基础，提
升产业层次。2024 年，园区主导产业产值占整体产值的
74%，力争在 2025 年将这一占比提升至 80%以上。

项目投资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主引擎”。围绕主导产业方向， 田家庵经济开发区秉
持 “项目为王、 项目为上” 的发展理念， 以 “谋划一
批、 建设一批、 储备一批” 为工作方针， 紧扣落地、
开工、 生产、 达产 “四个维度”， 倒排工期、 挂图作
战， 力促引进项目早落地、 落地项目早开工、 开工项
目早投产、 投产项目早入规。 2023 年底精心谋划了重
点项目 12 个， 安排专人压茬推进， 2024 年全部开工、
纳统。 今年， 按照区委、 区政府部署， 围绕产业发展
和基础设施建设， 园区全面谋划 2025 年及 “十五五”
重点项目共计 22 个， 总投资达 113 亿元。 同时， 新春
伊始， 园区成立工作专班， 加大走访摸排， 精准做好
要素保障， 助力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加快复工复产 ，
确保今年实现首季 “开门红”。

项目引得进只是起点， 留得住、 长得大、 发展好
才是关键。 田家庵经济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强
化融资、 用工、 人才等要素保障， 让企业专心创业、
安心经营、 放心发展。 园区深化 “管委会+公司” 改
革， 借助园区现代产发和鸿烈产发 2 家公司的融资优

势， 与多家银行开展合作， 拓宽融资渠道。 截至目前，
两家公司累计获得授信总额度 14 亿元， 放款约 5.2 亿
元， 保障了园区重点项目建设。 2025 年预计新增额度
5 亿元， 放款约 5 亿元。 园区谋划成立人力资源公司，
创新光伏运营模式， 打通自身造血功能， 实现良性循
环。 同时， 园区严格落实区委网格化管理部署， 实行
“企业包保+地块包保” 双包保责任制， 每季度由企业
对包保人员评分， 压实包保责任， 有效提升园区工作
人员对企服务能力。 秉持 “企业吹哨、 园区报到” 理
念， 指导企业安全规范生产。 2024 年， 园区高效解决
150 余件企业诉求， 办结率达 100%， 平均办理时间不
超三天， 全年无安全生产事故。 通过优质服务带动以
商招商， 现已签约落地 5 个园区企业推荐项目， 总投
资约 4 亿元。

乘势而为， 提速前进。 “下一步， 在区委、 区政
府的领导下， 园区将持续推进扩园升级， 不断完善基
础设施， 增强服务保障能力， 提升发展质量水平， 为
田家庵区经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田家庵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将完成南北区整合，
不断提升整体承载能力。 同时， 加大招商引资， 加快
项目建设， 强化企业培育， 确保全年新增规上工业企
业 12 家以上， 在全市省级园区考核中争先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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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六姊妹》在中央
广电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
热播， 这部由淮南籍作家
伊北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
电视剧， 讲述了田家庵区
老北头何家老一辈及六个

女儿历经半个世纪的人生悲喜剧，跌宕起伏的情节，勾起
了无数淮南人对于那段岁月的美好回忆，也让亿万观众了
解并认识淮南、认识田家庵，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来到
剧中现实场景打卡：田家庵的码头、六姊妹游园、南北菜
市、春燕酿造厂……

一、田家庵的由来
田家庵区地处安徽省中北部，北滨淮河，南望江淮大

地，是淮南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区。史前时期，传说
虞舜躬耕于舜耕山下。夏商之际，区境为淮夷族聚居地，大
禹治水足迹遍至淮上。 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淮河水夺
淮灾后， 山东流民田氏夫妇在淮河渡口搭建了一个庵棚，
那时人们还都留着长长的辫子，人们就称这位田姓且有着
长长辫子的男人为“田大辫子”，田氏夫妇为了谋生搭庵卖
茶水。 田氏夫妇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待人亲切，淮河两岸
走亲赶集之人，路过此处买不买茶水，他们都邀人在茶庵
处小坐歇息，日久天长，当地人就称此处为“老田家的庵
子”。

“老田家的庵子” 成为当时此地最重要且为唯一的地
标，一直延续至 1895 年。此后由于煤矿的兴起，在“老田家
的庵子”东部古码头南岸处，建了一个四角四个炮楼城堡
式的煤炭场，使得此地人员骤增，给田家庵带来发展的生
机。 民国七年（1918 年），当地乡绅徐五福与乡人共议正式
起集，袭用“老田家的庵子”为名，缩减为“田家庵集”。民国
十八年（1929 年）田家庵建乡。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淮
南铁路建成全线通车，水路交通便利，田家庵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田家庵建镇，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全镇已有工商户七八百家，成为淮上重镇。

1949 年 1 月 18 日，田家庵解放，此后，先后建置田家
庵市、田家庵区（科级），并于 1955 年升格为县级田家庵
区。 1966 至 1972 年田家庵又名向阳区，1972 年 8 月恢复
田家庵区名。 1980 年 9 月 27 日，设田家庵区人民政府。

电视剧《六姊妹》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大批青年响应号召支援
国家建设，何常胜携妻刘美心背井离乡，从扬州江都移居安徽淮南，最终在淮河边
上扎根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田家庵区从一片以农业为主的土地逐步发展成为淮南市的
中心城区。 目前，区辖 3 镇 1 乡 9 个街道。 1953 年田家庵区人口普查 3 万余人，
2024 年田家庵区常住人口已有 74.3 万余人， 建成区面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不
足 10 平方公里发展到如今的 62 平方公里。

田家庵，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标识，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更承载着未来的希
望。对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
己的那份情感和记忆。

二、传奇老北头
《六姊妹》的开头是 1962 年，何家老大何家丽跟着奶奶何文氏从老家回到父

母居住地淮南，在田家庵码头等候父母来接。 现如今，一甲子沧海桑田，田家庵码
头仍然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田家庵码头位于田家庵最北部的淮滨街道，南起淮滨路，北临淮河的淮滨街
道由于当时优越的地理位置， 是淮南市城市发源地之一。 辖区内浓缩了 20 世纪
50 年代至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面貌，也是近代田家庵区建设发展的起点。 剧中出
现的港口一路、港口二路，也让观众耳熟能详。 港口一路又名淮南打铁巷，是一条
长约 400 米的巷道，建成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鼎盛时期这里有五六十户打铁铺。
港口二路是田家庵老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见证了田家庵从一个小渡口发展成为
淮河沿岸的重要商埠，一度集中了众多商铺和手工业作坊。

淮南市政府大楼旧址、红旗照相馆、国营东风旅社……淮滨街道保留下来的
诸多历史建筑，完整地保存了淮南建市初期发展过程中集国民生产、市民生活、金
融、教育、科研、运输等全领域的城市记忆，也让市民和游客到此游玩时，轻松找到
剧中的场景和关键元素，仿佛身临其境，穿越剧中。

三、淮上渡口候船室
《六姊妹》的开头处出现了田家庵淮河渡口候船室，时光荏苒，这个位于港二

路最北端淮河南畔田家庵淮河渡口候船室旧址现今已停止营运，而淮河渡口在历
史发展中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了解， 产权单位为田家庵区地方海事处田家庵淮河渡口候船室旧址，是
淮南港田家庵港区在日据时期田家庵港口留存建筑的基础上扩建而来， 建成
于 1953 年。淮南市的轮船运输始于清末，民国时期开始形成规模。民国二十六
年（1937 年）淮河上共有 26 艘客船，所有运营航线均在田家庵港口停靠。 抗日
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航线，并在田家庵港口修建了一个混凝土结构客运
码头。

抗战胜利后，蚌埠航运总站、淮南矿路局轮运站均在田家庵港口设站并开辟
客运航班。 20 世纪 50 年代，田家庵港旅客运输量和周转量连年增长，多家船运企
业在此设点经营，客运新航线不断开辟。以田家庵港口为起点，可乘坐轮船到达沿
淮各乡镇。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铁路公路建设发展，城乡居民对于航运需求
日趋减少，1984 年淮河客运航线全部停运。 至此，田家庵淮河渡口候船室停止运
营，结束了其作为淮南市轮船客运枢纽的历史使命。

2017 年 5 月， 田家庵淮河渡口候船室旧址由淮南市人民政府确立为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2023 年年底，《六姊妹》剧组在候船室进行取景拍摄，对候船室及周
边房屋外观进行了改造，形成了目前的风貌，也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来到这里拍
照打卡。

四、春燕酿造厂
春燕酿造厂，20 世纪 80 年代末，曾为国内十大酱油品牌之一，广告词“春燕

酱油，食不担忧”响彻大江南北。
春燕酿造厂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同昌号”酱菜铺（即后来酱园厂

处），也是田家庵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家酱菜店，店铺酱菜品种多、味道好、诚信
经营，深受群众信赖。 解放后“同昌号”酱园铺收归国有，政府加以改造并改为“淮
南酱园厂”。 1958 年，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在国庆路西由淮南酱园厂开辟一个新车
间，开始实验生产味精，并大获成功，这便是当时远销国内外赫赫有名的“淮建牌”
味精。1963 年，成立了淮南味精厂，“淮建牌”味精名气越来越大。1964 年，淮南味精
厂与淮南酱园厂分离。 20 世纪 80 年代，淮南酱园厂改名为淮南春燕酿造厂，新厂
址迁至国庆西路。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春燕酿造厂隐入“烟
尘”，成为人们的记忆，市民的餐桌有了更多的选择。

医保服务“暖心办” 医疗保障“零距离”

本报讯 田家庵区紧扣“暖心服务，
惠民利民”目标，聚焦群众办事的难点、
堵点、痛点问题，通过加强队伍建设、规
范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等举措，不断
提升医保经办服务水平。

强基固本，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医保
队伍。 田家庵区始终把队伍建设摆在首

位，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
作风优良的医保经办队伍。 强化业务培
训， 提升服务能力。 建立常态化培训机
制， 确保窗口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各项政
策法规和业务知识。注重实践锻炼，增强
服务本领。推行“老带新”“传帮带”机制，
安排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对新进人员进
行一对一指导 。2024 年累计办理居民 、
职工相关医保业务 8.4 万件。

规范流程， 构建标准化高效化服务
机制。梳理服务事项，优化办事流程。编
制服务指南，明确办理条件、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等内容并向社会公
开 ，方便群众查询和办理 。精简证明材
料 ，减少办事环节 。深入开展 “减证便
民 ”行动 ，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办事需要
提供的材料；积极推进“一窗受理、集成
服务”改革，实现“一窗通办”。推行网上
办理 ，提升服务效率 。加快推进 “互联
网+医保”建设，积极推进医保业务网上
办理，实现参保登记、信息查询、异地就
医备案等高频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
办”。

创新服务，打造人性化便捷化服务

体验。推行延时服务，方便群众办事，在
周末安排工作人员值班，方便群众利用
休息时间办理业务。 设立绿色通道，提
供优先服务，为老年人、孕妇、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设立绿色通道，减少他们的排
队等候时间 。提供代办服务 ，解决群众
难题，针对不方便到窗口办理业务的异
地居住人员， 工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
微信等网络传输方式收取材料办理，办
理完成后告知办理情况。

（本报通讯员 魏云冰
本报记者 李东华）

2024年度法律援助民生实事绩效评价结果公布
田 家 庵 区 法 律 援 助 中 心 荣 获 第 一 等 次

本报讯 2024 年，田家庵区法律援
助中心围绕 “以人民为中心” 的核心理
念，积极深化法援惠民举措，让法律援助
真正成为保障民生、 维护公平正义的坚
实护盾。近日，市司法局公布了 2024 年
度法律援助民生实事绩效评价结果，田
家庵区法律援助中心凭借卓越的工作成
效，荣获第一等次。

服务提质，群众满意度攀新高。该中
心始终坚持“应援尽援、应援优援”的服务
宗旨，持续完善案件管理制度，优化办理
流程。严格落实全过程监管机制，确保案

件指派科学合理、分配均衡。2024 年共办
理法律援助案件 499 件，成功为群众挽回
经济损失 130 万元。在全省案卷质量评查
和受援人随机回访调查中，满意度均达到
了 100%，这一成绩充分彰显了法律援助
中心扎实的工作质量和优质的服务水平。

经费严管，保障力度全面夯实。该中
心高度重视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管
理，严格执行《淮南市法律援助经费管理
使用办法》，对法律援助经费实行单列科
目核算， 确保每一笔经费的使用都规范
透明。2024 年， 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64 万元 ， 资金到位率与使用率均为
100%，其中，办案补贴及律师值班费占
比 97.3%， 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高效运转
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有效提升了整
体工作的质量与效果。

多元宣传，援助影响力广覆盖。该中
心积极拓展多元化宣传渠道， 利用电视、
广播、报纸、网络等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
传法律援助制度、政策及典型案例，营造
全社会关注、 支持的良好氛围。2024 年，
累计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 10 场次，解
答群众咨询 1800 余人次， 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获得专业的法律建议。同时，在省
级以上媒体刊登法律援助信息 4 篇，进一
步扩大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让法律
援助的温暖传递到更多群众心中。

立足新起点，迈上新征程。今年，田
家庵区法律援助中心将进一步强化队伍
建设，创新服务模式，不断提升专业化水
平，持续扩大宣传覆盖面，努力为更多群
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奋力
谱写法律援助惠民新篇章。

（本报通讯员 崔 雪 吴喆敏
本报记者 李东华）

开足马力忙生产
铆足干劲赶订单

新春伊始， 位于田家庵
经济开发区的淮南市旭火通
信设备有限公司迅速复工复
产， 开足马力赶订单、 忙生
产， 车间热潮涌动、 运转繁
忙。 旭火 5G 光纤通讯生产
线项目由宁波市迈瑞网络设
备有限公司投资 1.06 亿元
建设，其中一期投资 0.5 亿
元， 租赁园区标准化厂房
2500 平方米，建设三条生产
线， 主要从事光纤连接器散
件的生产和销售， 产品出口
巴西、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
多个国家。

本报记者 李东华
本报通讯员 何 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