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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潮涌千帆竞 科技赋能谱新篇
合肥日报记者 李 想

四月庐州，春意盎然。 在这片涌动着
创新活力的热土上， 一批科技企业正以
技术为笔，书写着产业变革新篇章。

2016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合肥考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大
先进技术研究院时强调， 当今世界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 我们要增强
使命感， 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 奋起直
追、迎头赶上。

时间转瞬即逝。 如今，从生态环境智
能监测到高端科学仪器国产化， 从体制
机制破冰到科技成果“破茧成蝶 ”，合肥
的创新生态链日渐成熟， 成为驱动高质
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赛悟环境的智能监测实践
2019 年，安徽赛悟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赛悟环境”） 入驻中科大先研
院，在这片汇聚创新资源的热土逐渐成长。

创业初期，赛悟环境面临技术瓶颈与
市场空白的双重挑战。 该公司创始人章樑
带领团队扎根实验室，聚焦“无人化、智能
化、自动化”监测技术，融合人工智能、大
数据、 大模型及自动化机器人等前沿科
技，持续推进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2020 年，赛悟环境首次将“卫星+无
人机+地面仿生机器人+自动化巡检车”
天地空一体化监测体系推向市场。 这套
搭载国产芯片与自主算法的系统， 在安
徽省应急执法演练中崭露头角。

技术突破的背后， 是对创新机制的

持续探索。 该公司设立“揭榜挂帅”项目
池，鼓励青年工程师牵头攻关；与中科大
先研院类脑实验室、 自动化控制院建立
联合研发机制，就地取材解决算法优化、
设备控制等技术难题。 近三年，累计申请
专利 45 项，其中“轻量化气体监测模块”
等 12 项成果实现产业化，产品国内市场
占有率跻身行业前十。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加大科技
产品的研发进程，这是我们的使命。 ”章
樑说，未来三年，企业将持续保持研发投
入，重点攻关微型化传感器、多源数据融
合等技术。

中科大先研院的孵化之力
赛悟环境的成长，得益于合肥“创新

雨林”生态的滋养。
园区内完善的产业链配套， 让企业

从芯片采购到整机测试实现“一站式”完
成。 更关键的是， 中科大先研院搭建的
“智力资源共享平台”为企业插上腾飞的
翅膀———罗兴中科等机构的技术支援 、
博士后工作站的人才输送、 技术经理人
团队的全周期服务，构建起“产学研用 ”
协同创新闭环。

近年来， 中科大先研院通过打破传
统科研机构壁垒，推行全员聘用制、薪酬
绩效自主化、职称评审独立化等政策，极
大释放了创新活力。 其搭建的 25 个应用
工程技术中心、77 家联合实验室，为微电
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攻关提

供了坚实支撑。 例如，脑成像平台通过多
尺度、多模态技术赋能脑科学研究，信息
计算平台则为“天基互联网+”提供了关
键算力支持。

在成果转化方面， 中科大先研院构
建了“需求挖掘-技术对接-产业落地”的
全链条服务。 截至目前，累计孵化企业超
350 家 ， 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15
家，培育出华米科技、东超科技等一批行
业标杆。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科大先研院与地
方政府共建技术转移分中心，推动科技成
果与阜阳、 蚌埠等地的产业集群深度互
动，让“实验室技术”真正走向“生产线”。

中科热仪的国产仪器突围
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科研和生产的

重要桥梁。 如今，一项项科技成果在合肥
加速落地生“金”，为产业向“新”而行、向
“高”攀登汇聚强劲动能。

走进合肥庐阳大数据产业园 8 号
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
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教授、 安徽中科热仪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热仪”）董
事长丁延伟正带领研发团队攻克超高压
力下的压卡材料测试方案， 以实现对材
料相变温度及相变热的精确测定。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时，我还在学校授课，听到消
息，深受鼓舞。 ”丁延伟说，九年时光荏苒，
这份激励化作了实际行动。科研团队长期

致力于热分析和量热仪器研究，决心在高
端科学仪器国产化领域实现突破。

丁延伟回忆道 ，当时手头 “攥着 ”自
主研制的热分析与量热仪产业化技术成
果，也通过了学校的科研成果赋权。 准备
筹办企业时，却犯了难，“缺少启动资金，
对口的产业政策也不太了解， 不清楚到
哪儿落地好。 ”

关键时刻， 合肥科技成果转化专班
帮了忙。 前期摸排中，专班得知庐阳区正
在相关领域积极布局，于是从中牵线。 经
过洽谈，项目融资、场地、人才政策等诉
求逐一解决。 2024 年 6 月，中科热仪正式
成立， 这标志着我国在热分析和量热仪
器自主研发与生产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目前，该企业依托多年来在热分析、
热化学领域的科研能力和人才积淀 ，成
功研发出三维微量热、 多通道微量热等
精密分析测试仪器产品， 性能对标国际
最高水平。 不仅如此，中科热仪还与中国
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和多所院校签订意向
订单， 预计未来三年有望实现营收 5000
万元。

从中科大先研院的体制破冰， 到赛
悟环境的技术突破， 再到中科热仪的国
产突围，合肥的创新故事远未止步。 随着
“科大硅谷”建设的推进，更多科技成果
将在这里生根发芽， 更多技术难题将迎
刃而解。

这片创新热土，正以科技为笔，绘就
一幅高质量发展的壮阔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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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街头巷尾奔跑的“小电驴”，到突破“卡脖子”的
“争气芯”，再到机械世界的“小齿轮”……六安高新技
术企业一路“狂飙”，正以一种令人瞩目的姿态,将本土
智造推向世界舞台。 这背后，是科技创新与税务赋能的
“精彩邂逅”,也是攀高逐新与精准帮扶的“双向奔赴”，
更是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央、省、市主流媒体“看税收 走基层”，探寻“六
安智造”背后的“税动力”故事。

一根“小钢管”,成就电动车“全球爆款”
行走在金寨经济开发区雅迪大道上， 一排排厂房

迎面而来，这里就像一个充满魔力的“变形工厂”,一根
根特制的钢管，通过流水线“奇幻漂流”，经过科技创新
洗礼，从总装车间下来后，便是一辆辆高端电摩、电动
自行车、三轮车,继而销往全球。

谁能想到，这个占地 1624 亩、总投资 50 亿元的安
徽雅迪机车有限公司，从签约到开工，再到建成 19 栋
厂房，拥有 15 条两轮车和 2 条三轮车生产线，只用了
短短几年。 当前，生产线还在扩张。 在雅迪集团全球九
大生产基地中， 金寨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两轮电动车高
端智能制造基地。四年来,累计实现产量 682 万台，产值
123 亿元， 带动上下游 44 家配套企业入驻， 共吸纳
5000 多人就业。 去年底,安徽省民营企业制造业综合百
强榜单发布，安徽雅迪机车有限公司赫然在列。

企业高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税务部门的“助攻”。
“服务太贴心了， 企业开办前几年的留抵退税 6756 万
元，直接打到账上，前期固定资产投入迅速‘回血’，帮
我们持续扩大产能。 ”安徽雅迪机车有限公司总经办主
任林莎说。 近几年企业产能呈倍数增长，今年产值预计
达 50 多亿元。

搞创新“烧钱”？别担心！ “税务管家”余有勇、陈刚、
徐勇,三人主动上门，一企一策、一事一议。“2023 年以来，
受益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共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超 6000 万元。 通过先进制造
业加计抵减政策，享受增值税优惠 5388 余万元。”林莎说,
政策优惠带来的资金，悉数注入到自主研发中，今年已投入研发费用 1.39 亿元。

金寨县税务局局长陈闰表示，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当前，为帮
助重点企业在技术研发赛道上加速领跑，全县 52 家高新技术企业都配备了专
属“税务管家”，提供全链条、全周期服务。 今后，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事
事先想一步、先行一步、领先一步，将政策落实、服务做细、环境做优，全力支持
企业发展壮大。

一枚“小芯片”,打破“卡脖子”困局
一般来说，人的一根头发直径约 60 微米。 而在金安经济开发区，这里生产

的芯片，尺寸最小是 300*120 微米,也就是几根发丝那么小，却能在光电子领域
“大显身手”。

“以前，国外做氮化镓激光芯片的企业共有 4 家，而国内市场被这些外企
拿捏！ 我们咬紧牙关搞研发，攻克了材料生长、芯片加工、封装测试等一系列技
术难点,最终用国产代替了进口。 ”在金安经济开发区，安徽格恩半导体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曹凌信心满怀地说。

在这个“高精尖”赛道上，作为国内首家实现氮化镓激光芯片规模量产的
企业，安徽格恩半导体有限公司就像一匹“黑马”，一路“过关斩将”，申请专利
50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 90%以上。

芯片研发不仅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还是个“烧钱”的领域，税收政策的
支持至关重要。“2023 年至今,共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3044 余万元，缓解
了资金压力，为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供了有力支持。 ”该公司财务部经理姚雪
云说：“现在有了税企直联互动平台，所有问题都能在线上快速解决。 税务部门
一路护航，让企业安心搞研发、大胆闯市场。 ”

“他们送来的‘税收体检报告’，细致梳理了公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纳税申报等方面的涉税风险事项， 我们可以对照报告内容逐项完善， 非常实
用。 ”曹凌表示，从“信用等级”到“出口退税”，从“大数据筛查”到“零距离征纳
互动”，税务悉心帮企业积累“信誉资本”，为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铺路搭桥。

金安区税务局局长曾凡胜表示，为了让高新技术企业尽享红利，税务部门
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不仅把政策“打包”通过线上
线下多渠道推送，还搞起了“小班教学”。 2024 年至今，3 场政策解读会、4 次面
对面辅导、9 次线上答疑，培训了 700 多人次，“好政策+好服务”紧随着企业发
展步伐，有力地护航了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颗“小齿轮”,转出国家级“小巨人”
在这里，不仅有来自德国、荷兰的进口设备，还有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设

备,在六安永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械臂上下翻飞，运转声不断。
一个个普通的钢制圆环,在经历 10 多道精密工序后,变成了远销海内外的

精密齿轮。 别小看这小小的齿轮，齿形、齿向、噪声、光洁度，每个细节都藏着
“大学问”。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里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
能手、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加持，产品广泛应用在电动工
具、汽车、纺织机械、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

手握 71 项专利获得授权，8 种产品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9 种产品被
认定为“安徽省新产品”，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1 项，行业标准 6 项……六安永达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祝传彤如数家珍， 他自豪地说：“我们出口的电动
工具齿轮，已达到国际先进标准，畅销欧洲、日本、美国等地，与很多全球著名
制造企业都有紧密合作。 ”

“持续加码的税费优惠，就如同‘及时雨’，给公司技术研发和创新升级提
供资金支持。 ” 六安永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勾伟称，“光是去年一
年，公司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就扣除了 5000 多万元，还有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减按 15%税率、增值税进项留抵退税政策、先进制造业进项税加计抵减税
收等，2024 年公司累计享受税费减免 234 万元。 ”

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局长吴刚表示， 专精特新企业是增强制造业
核心竞争力的生力军，税务部门全力释放政策红利，持续培优育强，通过座谈
问需、上门辅导等形式，精准了解企业需求，详细解读税收优惠政策、指导企业
规避涉税风险点，开通减免税备案快速通道、纳税服务绿色通道、“免申即享”
直达通道等，提供全周期服务，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

从爆款电动车到高精尖芯片，从精密齿轮到更多“六安造”……六安市税
务局总经济师王性俊表示，全市税务部门化身“能量补给站”，用真金白银的
“退减免”、量身定制的“税务管家”，为每一粒创新的种子浇灌养分，让电动车
有了走向全球的勇气、“六安芯”有了敢试敢闯的锐气、“小巨人”有了勇闯天涯
的底气。 当前，源源不断的“税动力”，正助力革命老区高新技术企业，向全球市
场发起新一轮“冲锋”。

下 好“一 盘 棋 ” 绘 就“同 心 圆 ”
———滁州市聚力推动民族乡村高质量发展

滁州日报记者 汤圣彬
近年来，滁州市通过统筹协调、帮扶

合作、强化保障等务实举措，推动民族乡
村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4 年底，全市 19
个民族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超 70 万元，
其中 12 个超 100 万元、1 个超 200 万元，
民族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全省民
族乡村平均水平。

上下统筹聚合力，构建协
同“一盘棋”

滁州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
作，先后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民族
工作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
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听取工作
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制定出台
《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 推进新时代滁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工作
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滁州市将民族乡村高质量发展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乡村振兴规划
总盘子； 将民族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

民族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纳入县域经济考
核范围， 将民族乡村发展有机融入全市
发展大局。

同时，滁州市通过建立市、县、乡三级
联系包保、督促指导工作机制，实行市领
导包县、县领导包乡镇（街道）、乡镇 （街
道）领导包村（社区）的联包联动机制，压
紧压实县、乡镇（街道）民族乡村振兴工作
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责任。

内外携手暖民心，绘就帮
扶“同心圆”

滁州市积极制定 《滁州市民族乡村
“共同发展”聚力振兴行动实施方案》，以
省“3+1”、市“1+1”结对帮扶模式，对口帮
扶全市 1 个回族乡、19 个民族村，实现民
族乡村全面振兴支持体系全覆盖。 将市
直单位帮扶工作纳入机关党建考核 ，并
发挥市直部门职能优势， 组织民族乡村
参加产品展销、文旅推介、宣传营销等活
动，为民族乡村振兴献计出力。

同时，“万企兴万村” 行动作为民族
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 鼓励引导民

营企业参与村企联建、支持乡村发展。定
远县池阳回民村、 南谯区孟洼民族村通
过开展 “村企联建”，村集体经济分别增
收 50 万元、60 万元。 大力实施少数民族
农民实用人才“千百培训计划 ”，积极承
接开展年度技能培训活动， 不断提升少
数民族群众增收致富能力。

此外，各地探索以 “县域统筹 、跨村
发展、股份经营、保底分红”为主的“飞地
抱团”发展模式，加快村级经济要素潜能
释放。全椒县大张村、明光市横山村分别
投资 155 万元、200 万元， 跨镇联建光伏
发电、标准厂房等项目，直接带动村集体
经济年增收 10 万元、15 万元。

立体推进强支撑，织密振
兴“保障网”

为充分利用政策红利， 滁州市鼓励
支持各地用足用好普惠政策、 争取上级
项目资金。 来安县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
民委共同现代化试点（全省唯一 ），天长
市仁和集镇入选省级共同现代化试点单
位，天长市南尖回民村、来安县贾龙民族

村等 4 个民族村成功申报省级和美乡村
精品示范村。近年来，全市共争取中央和
省级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700 万
元，市县配套 5000 余万元，支持民族乡村
发展产业项目 31 个、基础设施项目 16 个。

滁州市将民族乡村纳入全市乡村振
兴规划总盘子，各方先后投入资金 6.2 亿
元，支持民族乡村加强道路交通、农田水
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贾龙、中汤、管坝等 3
个民族村成功入选国家民委 “第二批全
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7 个民族村建成
省级美丽乡村。

立足全市 19 个民族村产业基础、资
源禀赋， 滁州市支持引导民族乡村调结
构、优布局，精心培育畜禽养殖、苗木生
产、花卉种植等主导产业，并通过项目收
益折股量化等方式，壮大集体经济、带动
群众致富。 全椒县大张民族村依托土地
资源 ，发展 “金蝉+芦笋 ”立体化种养项
目； 来安县贾龙民族村依托苗木花卉资
源，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全椒县管坝民族
村利用 1500 余亩闲置水库塘坝，发展特
色水产养殖。

桐城：特色食用菌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据桐城新闻网讯 桐城市立足山

区自然资源优势，以特色食用菌产业为
抓手，探索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让小
菌菇成为富民强村的“金疙瘩”。

在黄甲镇石窑村的高山木耳种植基
地，饱满肥厚的黑木耳缀满菌棒，长势喜
人。采摘工动作娴熟，双手翻飞间，成熟的
木耳便被收入桶中，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这些黑木耳不仅充实了村集体的
“口袋”，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高山木耳是我们村自主经营的项
目，今年首批种植的 1 万棒黑木耳喜获
丰收。 ”据石窑村党支部纪检委员陈诚
介绍，该基地每天有 10 多名村民务工，
务工村民人均年增收三四千元。

与此同时， 桐城市食用菌产业园也
呈现出另一番丰收盛景。大棚内，一朵朵
粉如胭脂的木耳从菌棒中蓬勃生长，宛
如春日绽放的花朵。村民们穿梭其间，正
忙着采收头茬粉木耳。 作为近年来驯化
成功的特色新品种，自 2024 年上市便成
为菜篮子里的“新宠”。今年一季度，该产
业园在 4 个大棚引种 10 万棒粉木耳，经
过精细培育，首批粉木耳迎来了丰收季。

“这一新品种市场需求旺盛， 现在
日产达 5000 斤。 ”该产业园管理人员刘
含玉说，园区依托优质水资源发展特色
种植，粉木耳凭借产量高、营养丰富等

特点迅速走俏市场。
据了解，该产业园建有 22 个智能大

棚， 通过现代化设施实现精准环境调控。

目前主要培育富锌滑子菇、粉木耳、天麻
等品种，并配套建设了保鲜仓储和加工设
施。 “我们正在打造富锌食用菌品牌，延

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 ”刘含玉
表示， 这一特色产业正为乡村产业振兴
注入新动能。 （记者 吴 磐 李玉衡）

桐城市食用菌产业园大棚内，工人正在采收粉木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