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本报通讯员 唐福康

近日，位于怀远经开区的蚌埠

联正医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内，工

作人员正忙着安装车间生产设备。

“我们已经接到陕西、内蒙古

等地多家药企的订单了。时不我

待，3 月下旬就要正式投产。”公司

负责人陶成联告诉记者。

该企业来自江苏常州市，去年

落户怀远经开区，主要从事医药、

化工机械设备的生产、销售。得益

于怀远县提供的“全程帮办”服务，

项目从立项、施工到即将投产，都

很顺利。

近年来，怀远县深度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加大力度承接产业

转移，加速培植产业优势、凝聚发

展动能。

“我们持续拓宽招商渠道，综

合 运 用 全 员 招 商、以 商 招 商 等 多

种方式，精准发力、招强引优，苏

州 沃 伯 特、杭 州 奥 能 新 能 源 等 一

批 长 三 角 地 区 质 量 好、成 长 性 高

的项目纷纷落地。”怀远县招商服

务 中 心 副 主 任 周 帅 告 诉 记 者 。

2023 年 ，该 县 新 签 约 长 三 角 地 区

亿元以上招商引资项目 38 个，协

议总投资 250.72 亿元。

项 目 招 得 来 ，更 要 留 得 住 。

怀远县谋划建设怀远经开区承接

长 三 角 转 移 产 业 园 ，目 前 一 期 已

建成 14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成

功招引杭州奥能等 7 家企业签约

入驻。二期约 19 万平方米标准化

厂房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 10 月

可 投 入 使 用 。 产 业 园 全 部 建 成

后 ，将 有 力 提 升 怀 远 县 产 业 承 接

能 力 ，为 助 力 县 域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提供保障。

为加快新入驻企业前期办理

证照的速度，怀远经开区推出“全

程帮办”服务举措，在企业签订投

资合同后，第一时间安排全程帮办

员，为企业提供注册、立项、用地、

建设等相关手续的业务指导、材料

初审、审批代办等服务。同时，进

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推行施工许可

证容缺办理及告知承诺制，加快项

目开工建设速度。

“我们着力引进与怀远县主导

产业契合度高、成长性好的链上企

业，推动产业链整体承接、集群式

转移，全面扩大引进项目规模，全

力增加有效投资，推动形成‘项目

向产业聚集、产业引项目落地’的

良性循环。”周帅说。

“招强引优”积聚发展动能

■ 本报记者 丰 静
本报通讯员 左孝如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办理庐阳区

的 业 务 ，还 可 以 办 理 上 海 市 黄 浦 区 、

杭州市上城区、南京市鼓楼区乃至整

个长三角区域相关业务 。”3 月 14 日 ，

合肥市庐阳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一条政务服务的网上跨省

“ 高 速 路 ”正 链 接 起 庐 阳 区 的 长 三 角

“朋友圈”。

2021 年，苏州市姑苏区、宁波市鄞

州区、合肥市庐阳区、蜀山区、无锡市梁

溪区、南通市崇川区等 9 个来自长三角

万亿级 GDP 城市的中心城区，共同组

建成立了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高

质量发展联盟。

据庐阳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杨

治介绍，通过调研，联盟政务服务、行政

审批部门发现，联盟城区发展能级领

先、商业商务繁荣、总部经济集聚，不少

企业都有异地开店的需求。

针对企业办理行政手续中出现的

“多地跑”“折返跑”难题，联盟依托“一

键呼应”、政务服务窗等远程技术，为企

业提供登记注册、商标注册申请等服务

事项的远程帮办和办理服务，搭建起长

三 角 中 心 城 区 政 务 服 务 的 网 上 跨 省

“高速公路”。

前 不 久 ，合 肥 市 庐 阳 区 的 李 先 生

想在浙江嘉兴开办外贸公司。庐阳区

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与嘉兴市政务服务中心取得

联系，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进

行了网上申报。申报成功后，嘉兴市

政务服务中心直接将营业执照邮寄给

了李先生。

受益的不仅是企业主，还有普通百

姓。庐阳区的杨女士长期居住在杭州

西湖区，想将户口迁入杭州。杭州市西

湖区通过户政统一服务大数据平台发

出准予迁入申请后，杨女士只花了 10

分钟时间就办结完成。

目前，庐阳区政务服务中心可提供

152 项 业 务 跨 区 域“ 一 网 通 办 ”服 务 。

2023 年，该中心全年办理长三角“一网

通办”跨区域相关业务近 700件。

“庐阳区将继续优化政务服务高频

事项长三角‘一网通办’服务范围和质

量，不断拓展长三角地区‘跨域通办’

‘朋友圈’，提升长三角跨省服务速度、

深度和温度。”杨治说。

“跨省高速”链接“朋友圈”

■ 本报记者 柏 松

“ 举 办 淮 南 文 旅 闵 行 推 介 会 ；组

织 淮 南 市 优 秀 旅 游 商 品 进 闵 行 8 家

景区展销；组织开展闵淮文化交流活

动 ……”3 月 14 日，记者从淮南市文旅

局了解到，上海市闵行区、淮南市两地

2024 年文化旅游产业合作的任务清晰

而明确。

2021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沪苏

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

案》，将上海市闵行区与淮南紧紧联系

在一起，双方在交流互动中建立了紧密

的联系。

2023 年，上海市闵行区文旅局先

后两次组团对淮南市文旅资源、文旅产

品、文旅特色线路、香草产业发展状况

等进行考察交流。淮南市文旅局考察

交流团走进闵行，考察交流。双方通过

互访交流，就进一步加强文旅合作达成

共识。

2023 年 9 月 15 日 至 22 日 ，2023

“ 江 南 吃 货 节 ”在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锦 江

乐园举办，淮南专场文旅推介和非遗

表 演 精 彩 亮 相 。 该 市 采 取“ 旅 游 推

介 + 文 艺 演 出 ”的 形 式 ，推 介 寿 县 古

城、八公山、焦岗湖、茅仙洞等特色旅

游 资 源 ，展 示 淮 南 牛 肉 汤 、八 公 山 豆

腐宴等独特美食，打响“楚风汉韵·山

水之城”旅游品牌。

为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上海市闵行

区、淮南市两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签订了

《缔结“友好文旅局”合作交流框架协

议》，约定在文化和旅游部门交流互动、

文旅产业交流合作、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文博信息资源共享等多个领域建立

合作协调机制。

2023 年 12 月 15 日至 22 日，“同根

同源 翰墨情深”淮南书画精品上海特

展在闵行区宝龙美术馆举行，共展出

100 余幅淮南书画精品，为上海市民送

上一场文化盛宴，成为淮南、闵行两地

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的新成果。

“今年，我们将推出 3 条沪苏浙市

民游淮南精品线路，积极开拓长三角旅

游市场，推进淮南旅游业快速发展。”淮

南 市 文 旅 局

负 责 人 程 昊

告 诉 记 者 ，

该市今年力

争 接 待 游

客 突 破

3500 万 人

次 ，旅 游 业

总收入超过

252 亿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20%。

闵行区淮南市文旅互“粉”

■ 本报记者 张玉芳

记者近日来到宿州市砀山县

园艺场黄河故道两岸的砀山酥梨

核心种植区，只见不少梨树上挂着

一个红色的认养标牌。来自浙江

省杭州市的张家庆在这里认养了

一棵梨树，线上种树，秋天吃梨。

这便是砀山县的“西湖砀山共富梨

园”，让杭州市以及全国各地的群

众坐在家里便可享受种梨的乐趣。

杭州市西湖区和宿州市砀山

县是结对帮扶县区。去年 3 月，两

地 共 同 打 造 了“西 湖 砀 山 共 富 梨

园”，杭州市广大市民参与“云上认

养”，品尝正宗砀山酥梨，为砀山乡

村振兴助力。

“我们开发了龙润堂云上梨园

小程序，认养成功后，会有专门的

摄像头对准认养的梨树，随时

随地打开手机，就能见

证梨树从开花到挂果、

采摘全过程。”安徽龙润

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部主管赵

雨字告诉记者，目

前杭州、上海等地

不少企业都把共富

梨园作为企业团建

基地，在这里体验特色民宿，享受

慢节奏的梨园生活。

共富梨园的产生，得益于数字

果园的科技加持。作为首批国家

数字乡村试点县，砀山县抢抓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机遇，推进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砀山酥梨产业深度融合，

因地制宜在黄河故道沿线选择连

片优质梨园，全面打造集智能化管

理、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农旅

结合于一体的数字果园。

在龙润堂砀山酥梨数字化种

植基地，记者看到基地已配备各类

数字化设备，建立完善的种植数据

采集系统。

“我们实时监测梨园动态，对

采 集 到 的 数 据 进 行 智 能 分 析 ，及

时 掌 握 酥 梨 生 长 情 况 ，提 高 梨 园

抵御自然灾害、病虫害的能力。”

赵雨字说。

以共富梨园为媒，砀山县加大

了 与 杭 州 市、上 海 市 等 地 产 销 对

接，让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消

费者品尝到优质砀山酥梨。2023

年，砀山县梨产量达 100.86 万吨，

全产业链产值达 143.2 亿元，“梨”

主题吸引游客 548.6 万人次，综合

收入 15.97亿元。

杭州人云上认养砀山梨

■ 本报记者 倪 讴
本报通讯员 江雪飞 胡传巍

近日，在石台县仙寓镇大山村，一个总

投资达 2 亿元的硒旺庄园康养旅游项目破

土动工。这个深藏于皖南山区的小山村，

近年来频频吸引亿元级投资项目落户。

大山村土壤硒含量比一般地区高出 5

至 10 倍，因此被誉为“中国富硒第一村”。

这一独特资源为该村发展康养旅游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随着民宿业的迅猛发

展，大山村逐渐崭露头角。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引领下，

石台县积极推动和美乡村建设，打造享誉

国内外的富硒康养胜地。大山村围绕这一

定位，实施“净美”“精美”“富美”“和美”四

大工程。其中，投资 4789 万元的 15.8 公里

“七仙路”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旨

在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景观品位，实现

村内“一步一景”。由上海银睿建设工程公

司投资的硒世仙源康养美学度假中心（月

形山民宿）等高端康养民宿项目也在建设

中。这些项目将推动大山村实现民宿发展

提质升级，建设以观光旅游、健康养生、研

学疗养为特色的富硒康养胜地。

为了更有效地吸引长三角地区优质资

本和项目落户，石台县制定了精细化的招

商策略，该县通过线上线下的全方位宣传

推介，让大山村的独特资源和优势得以广

泛传播。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石台县高效

的服务举措，赢得了投资者的高度认可。

“我们深受石台县优质营商环境的吸

引，选择在大山村投资康养旅游项目，正是

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和潜力。”安徽盛源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桂年说。

仙 寓 镇 党 委 副 书 记 李 兰 告 诉 记 者 ：

“我们将持续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为重

要抓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

率和质量。同时，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大局，深化与长三角地区的合作与交

流 ，为 大 山 村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注 入 更 多 活

力。”

大山飞来“金凤凰”

■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曾雪晴

“河上游在广德，再往下流一

段就到浙江安吉了。”3 月 14 日上

午，站在石峻河边，广德市卢村乡

石峻村党总支书记田家旺说，“我

们地处皖浙交界，这条河从高庙村

发源，经石峻村流出安徽，汇入浙

江安吉县孝丰镇夏阳村的夏阳溪

河，最后注入被誉为‘浙北第一库’

的赋石水库。”

一条河连接了皖浙两省，滋养

着两地百姓。作为上游水域，卢村

乡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责任，开展

水污染防治，确保水质达标。

为 更 好 地 保 护 河 流 ，该 乡 高

庙、石狮、石峻 3 个村的部分村民

自发组建护水队，每周都会去巡

河，捡拾垃圾。同时，当地投入 80

万元建了两个污水处理终端，统一

收集生活污水再进行分化处理，检

测达到一级水质标准后方可排放。

卢村乡党委委员戴文祥告诉

记者，护水举措不仅改变了村民思

想，还解决了生活污水问题。

为 了 保 护 好 大 家 的 母 亲 河 ，

2022 年，广德市卢村乡与安吉县孝

丰镇签订了《皖浙两省夏阳溪流域

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探索建立补偿增效、联防联治工作

机制，实现流域共治、生态共享。

根据协议约定，上游村庄和夏阳村

水域交汇断面水质达标，并且通过

跨省断面水管理考核，夏阳村向上

游村庄兑现每年 30 万元的生态补

偿资金。

自 协 议 签 订 以 来 ，卢 村 乡 联

合孝丰镇多次开展水源地保护活

动，加强了皖浙两省石峻河夏阳

溪 流 域 上 下 游 横 向 生 态 文 明 建

设，切实增强了群众的河湖保护

及涉水安全意识，维护了良好的

水生态，保障了河湖安全，形成了

上 下 游 联 防 联 控 联 治 的 工 作 合

力，有力推动了皖浙两省环境保

护和发展互利共赢。

跨省联动、生态护水，也让两省

毗邻村庄尝到了生态旅游的甜头，

在乡村振兴、旅游发展等各领域开

展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了两地发展。

“我们将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

联动协作，不断加强生态、人才、产

业、文旅等多方位合作，共绘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和美画卷。”卢村乡

党委书记石家敏告诉记者。

广德安吉携手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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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沪苏浙等地的游客在宏村游览来自沪苏浙等地的游客在宏村游览。。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潘 成成 摄摄

近日，蒙城县兴农绿港数字农业工厂智能温室

大棚内，工人正在采摘利用无土栽培技术种植的小

番茄。这些小番茄经过分拣、包装后，将直接销往南

京、合肥等长三角市场。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

▶ 近 日 ，在 岳 西 县 莲 云 乡 ，

村民正在智能化育苗基地大棚培育

瓜蒌苗。该基地培育的优质瓜蒌苗

直接销往长三角地区。

本报通讯员 熊凤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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