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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并驱 聚“绿”成金

宿州崛起百亿级绿色家居产业集群
宽敞明亮的生产车间，木材缓缓

经过数字化流水线，不一会儿就变成

了工艺考究的家具部件。在宿州绿色

家居产业园，一幅幅“酷炫”的智能化

生产场景映入眼帘。

“电脑程序输入了订单信息，个性

化定制为顾客提供了更好的消费体

验。”宿州闼闼晨瑞木业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该

公司建设了数字化车间，实现了绿色

智能化生产。近年来，该公司年产约

100 万套木门，年产值约 11 亿元。公

司与周边十余家板材加工企业签订了

采购协议，辐射带动上百家木材初加

工企业。

近年来，宿州市埇桥区依托得天

独厚的绿色资源禀赋，紧紧围绕新型

工业化的定位要求，全力推进绿色家

居产业发展提质增效，着力打造集研

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产业集

群，探索了一条平原绿化催生生态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该区现有规模以上绿色家居板材

类企业 98 家，各类家居产业品牌认证

105 个，“顺河木业”“埇桥人造板”入选

全国区域品牌百强。高标准打造的宿

州绿色家居产业园，形成了从板材加工

到家具生产、智能家居制造的全产业链

条，园区工业年产值超过120亿元。

积聚绿色财富，夯实产业基础

埇桥区是“中国杨木产业示范区”

“第二批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安徽

省林业产业十强县”，全区拥有蓄积量

505 万立方米的活立木资源，林产品加

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1500 余家，全区

林业总产值逾 230亿元，产业相关从业

人员 3万多人，人均年收入 6万元以上。

该区从原材料抓起，加快培育森

林资源，年产杨木 12 万立方米，保障

木材来源。强化政策扶持，编制《埇桥

区 2021 年杨树种植发展意见》《埇桥

区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先行区—农田林

网建设总体规划（2021—2025 年）》等，

科学规划，引导扩大林木种植面积。

实施“百村万树”绿化提升、河渠绿化

（木材培育基地）等林业重点工程，在

村庄周边、道路两旁、库塘堤边等隙地

见空补绿、见缝插绿，集中栽植以杨树

雄株为主的用材林 42 万株，为林产品

加工业提供可持续原材料支持。

为健全管护机制，该区全面建设

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先行区，健全

完善区、乡、村三级林长制体系，全区

设置三级林长 631 人，选聘生态护林

员 239 名，确保一山一坡、一园一林都

有专员专管。加大巡查力度，对乱砍

滥伐林木、非法运输木材、非法征占用

林地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构建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长效机制。加强古

树名木保护修复及宣传培训，实行专

业保护与公众保护相结合的管理机

制。引入社会资本。探索建立政府引

导、多元参与、市场运作机制，区财政

每年安排不少于 500 万元资金，引导

社会资本以租赁、入股、转让等形式参

与造林绿化建设。积极培育新型林业

经营主体，持续推广“五绿兴林劝耕

贷”，通过开展座谈会和实地走访，了

解林农、林企经营状况和资金需求情

况，并积极向省农担公司推荐造林大

户和龙头企业。

为有效应对杨树飞絮问题，埇桥

区采取“科学调整、有序更新”的方式，

大力推广无絮杨，逐步更新现有杨树

雌株。目前，该区良种杨树种植面积、

杨木蓄积量均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埇桥区积极开展品牌创

建工作，培育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

动现代林业产业发展，涌现“红树湾”

“ 东 平 ”“ 东 大 ”等 一 批 名 优 品 牌 188

个。“埇桥人造板材”区域品牌价值评

估为 3.78 亿元，“顺河木业”区域品牌

价值评估为 32.99亿元。

目前，全区林产品涵盖细木工板、

多层板、密度板、刨花板等上百个板材

品种，以及木地板、木门、沙发等几十

类家装家具，产品远销英国、德国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打造示范园区，促进产业集聚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埇桥区一些

乡镇就涌现了一批从事木材初加工的

板材厂，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

针对板材产业链条短、规模小、品

牌弱等问题，该区抓住全国新一轮家

居行业产业转移契机，深入研究全国

绿色家居产业发展趋势，瞄准“链主”

企业大力招商引资，以项目建园区、以

园区聚产业、以产业带集群，大力发展

集板材加工、家具制造、智能家居等于

一体的产业集群，着力构建高端绿色

家居全产业链。

在园区一楼，产业链“鱼骨图”和

“招商路线图”引人瞩目。以产业链

上、中、下游为“中轴骨”，以原料保障、

板材加工、家居制造、配套产品等 8 条

产业链为“附肢骨”，确定二十六类、上

百种具体项目，构成一套生态化、系统

化的家居产业链。园区主动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采用专业招商、平台招

商、基金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精准招

商，推动形成项目招引质和量双提升

的产业集群发展态势。目前，园区集

聚 TATA 木门、天东门窗等绿色家居

产业企业 20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65

家、高新技术企业 6 家、“专精特新”企

业 14家、行业领军企业 4家。

为了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下，埇桥

区以打造“绿色发展、清洁生产、智慧

管理”的现代化家居示范园区为目标，

持续加大园区基础设施投入，不断提

升园区承载能力。近年来，园区不断

推进水电路气网建设，为企业发展、项

目招引创造了良好条件。目前，形成

了以北二环路、王林子路、蕲水路等道

路为主干的路网系统；雨污水管道、供

电线路、燃气管道、自来水管道等基础

设施已基本覆盖核心区；一期安置房基

本建设完成；便企共享单车园区服务

点、菜鸟驿站快递服务网点以及快速充

电站已建成运营。此外，埇桥区有 3所

高等学院和20多所中等专业学校，为企

业发展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

政策宣讲会、企业座谈会、“你销

我帮”等要素对接会……一次次走访，

让企业第一时间享受到有关优惠政策。

帮助企业招工、兑现企业各类帮扶资金、

为企业申请“园区贷”，让企业从项目签

约到项目开工真正实现“零跑腿”。

经过多年的发展，宿州绿色家居

产业园形成了“一核两区一基地”，已

成为皖北地区规模最大、产业链条最

全 、服 务 配 套 最 完 善 的 家 居 产 业 园

区。“一核”即“核心区”，紧邻新汴河风

景区，面积 4.9 平方公里，主要招引智

能家居、全屋高端定制等产业；“两区”

即两个“集聚区”，分别位于符离镇、顺

河镇，面积共 36.8 平方公里，以绿色板

材深加工产业为主；“一基地”即“中国

绿色家居产业基地”，位于 303 省道以

南、濉河以北、新 206 国道东西两侧，

面积约 3.3 平方公里，主要招引家具制

造及配套项目。

按照“一核两区一基地”总体布

局，聚焦产业链上游，深挖资源潜力，

提升规范化、绿色化水平；聚焦产业链

中游，促进产业集聚，提升园区化、集

约化水平；聚焦产业链下游，引进先进

技术，提升高端化、智能化水平，推动

绿色家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集群化方向发展。

推动数智融合，加速提档升级

流水线上，机器人进行着高精度、

高效率的工作，生产出高端定制家居

产品。在埇桥区，越来越多的家居企

业正加速由“制造”向“智造”转变。

埇桥区坚定科技赋能和创新发展

的理念，围绕“数字化”和“智能化”两

大方向，紧扣企业、行业、区域市场需

求，利用云计算、大数据、3D 模拟技

术，实现线上立体模拟设计、个性化定

制与线下大规模生产创新融合发展，

家居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

快速发展，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定制

化成为时代潮流，绿色化已是大势所

趋。在这样的形势下，家居企业要在

产品上提供更强大的功能和更便捷的

使用体验，将个性化设计与工业化、标

准化、规模化生产相结合，进一步提升

创新和设计能力，以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和市场的发展。”宿州绿色家居产业

园负责人说。

突出“点”的培育，推动企业梯度

建设。埇桥区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在技术服务、人才支持等方面为企

业提供帮助，同时鼓励企业加大技术

投入，推动家居制造转型升级。埇桥

区成功举办两届中国（宿州）绿色家居

与智能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吸引行业

头部企业来埇考察，加强行业技术交

流 ，为 园 区 企 业 提 供 技 术 指 导 和 支

持。落实各项科技创新奖补政策，培

育扶持 TATA 家居、绿洲森工等企业

发展，推动创新主体梯次成长。绿洲

森工股份有限公司引进德国先进技术

新建一条年产 25 万立方米高密度纤

维板连续压机生产线，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闼闼家居引进 4 条全自动化

生产线，效率提高了 1 倍；天东门窗重

资引进“工业 4.0 智能生产线”，构建数

字化智能门窗生产平台，实现了产品

“切割→传送→搬运→开孔→铣削→
分拣齐套”全流程自动化，实现无人值

守、个性定制、柔性高效生产，极大提

升了工艺标准和生产交付能力。东大

木业、淮宿建材、东平木业 3 家企业获

评“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TATA 家

居、绿洲森工、实慕家居 3 家企业获评

“数字化车间”，天东门窗、隆东家具、

辉乐豪铜业、绿洲森工等 22 家企业获

评“ 专 精 特 新 企 业 ”，TATA 家 居 获

“ 国 家 级 绿 色 工 厂 ”，东 平 木 业 获

评“ 国 家 小 巨 人 企 业 ”，安 真 木 业

和 东 大 木 业 获 评 省 级“ 专 精 特 新

冠 军 企 业 ”。

推动“网”的优化，厚植产业发展

沃土。指导工业企业注册省级羚羊工

业互联网平台，30 家板材家居企业入

驻绿色家居建材互联网平台。254 家

规上企业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线上诊

断与改造。紧扣市场需求探索“两端”

融合，以创新升级赋能发展，围绕“互

联网+个性化定制”打造高水准家居

产业园区。园区现有国家“两化”融合

贯标认证企业 6 家，国家新型信息消

费示范项目 1个，省第八批信息消费体

验中心项目 1 个。TATA 家居实行互

联网订单销售，每一件产品拥有一个

二维码直接对接一位消费者，打通生

产者与消费者“端”与“端”的信息通路，

链接了产业链上下游，促进生产效率、

资源配置和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强化“面”的拓展，增强园区承载

功能。依托绿色家居产业园承接平

台，加快推进绿色家居产业园片区开

发，制定“绿色家居产业技术路线图”，

绘制产业“重点招商企业分布图”，明

确核心区、集聚区、产业基地三类区域

产业发展方向，确定招引项目及人才

类型，极大拓展了园区招引工作严谨

性、针对性和实效性。采取以商招商、

协会招商等方式，大力招引智能家居

和全屋定制企业，积极主动对接莫干

山、索菲亚、康欣新材料等知名企业，

努力增强园区整体实力。引导家居企

业主动加强与上下游企业深化合作，

形成产业链协同效应，初步形成“原木

种植+板材加工+家居制造+家居展

销”四大支点产业链条。

园 区 充 分 发 挥“ 人 才 是 第 一 资

源”的重要作用，持续探索产学研合

作新模式。利用政府、企业、研究院

所技术交流与合作平台，加强行业交

流互联和创新发展，进一步在招强引

链、产业合作、人才引育、科技研发等

方面，推动宿州绿色家居和智能制造

产业发展，为园区提供智力支持。园

区与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和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签订合作协议，开

展关键人才培养、前沿技术研究相关

技 术 合 作 ，加 快 行 业 转 型 升 级 。 同

时，借力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启动建

设科技研发中心，研发前沿技术，打造

高新技术孵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转化

与智能化生产的柔性平台，为宿州板

材家居产业提供科学技术支持，助力

园区企业上市。

埇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

立足林业产业优势，结合林长制改革

示范区先行区建设，做好产业延链、补

链、强链文章，在环保绿色板材、全屋

定制家居、智能家居和智能集成系统

配套附件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擦亮绿

色智能家居品牌。

（何雪峰）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一阵接着一阵的阴雨，持续了两三天。

3 月 26 日一大早，50 多岁的洪安选

抬头盯着厚厚的云层，不一会儿，太阳

探出头来。他知道，今天该忙起来了。

蚌埠市沫河口镇洪集村，一千多亩

小麦宛如碧绿的地毯。经过雨水滋养，

麦苗舒展着嫩叶，比几天前又长高了。

洪安选是这片麦田的主人。他说：

“上次施肥是 20 多天前，我就等着这场

雨来，准备追肥！”

前年从周围农户手上流转了一千

多亩地，虽说洪安选当上“种粮大户”才

2 年多，但他对种地很有信心。“现在就

是施肥的好时候，地下透了，肥料可以

在雨水中迅速溶解，肥料利用率更高。”

他说，瞅准这阵降雨，在几天前就购买

了 160袋尿素。

“一千多亩地，施肥要很久？”记者

好奇地问。停在田埂的无人植保机给

出了答案：2天。

“买‘飞机’的时候，顺道考了飞手证。”

洪安选说，别看面积大，靠着装备升级和新

技术应用，一个人也能管上千亩田。

变化的不仅是施肥的方式，还有肥

料本身。

在蚌埠市现代农资机电大市场，马

旭辉的门店里肥料种类多样。“以前，一

提到肥，无非是氮磷钾。现在，处于什

么生长期用什么样的肥料，不同的农作

物有不同的需求，专用肥的市场需求越

来越高。”他说，一些肥料添加了锌、氯

等中微量元素和有机质，对于植物的生

长和发育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肥料讲究科学配比，施肥自然也不

能马虎。马旭辉告诉记者，每次从肥料

公司进货，厂商都会安排技术员上门指

导如何施用，卖到种粮大户手上后，也

会有讲解员到田间地头培训。

“我就是大家说的‘技术员’。”辉隆

五禾生态肥业农化服务中心主任樊敬

爱说，开春后，就格外忙碌，“在全省各

地跑，给经销商、种粮大户上培训课，有

时还得去地里看看苗情。”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到家”，对这

句话，从事了 30 多年农技事业的樊敬爱

有更深刻的理解，“农业丰收增产离不

开肥料。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指导大家

根据作物生长特性、每个生长阶段对养

料的需求以及土壤的肥沃情况，及时调

整肥料的供给。”

日 前 启 动 的 2024 年“ 春 耕 农 资 保

供 供销社在行动”农资保供专项行动，

将聚合优势力量，推动春耕保供专项活

动在全省域开展。自去年 11 月份以来，

省供销社旗下的辉隆股份已调运化肥

超 200 万吨、农药超 16 亿元，全力以赴做

好春耕农资供应保障工作。

再过 20 多天，在沫河口镇洪集村，

拔节生长的小麦将迈入抽穗期。洪安

选打算，到时候再追加叶面肥。

风 拂 过 希 望 的 田 野 ，忙 碌 的 洪 安

选，期待着盛夏的好收成。

小麦“增肥”记

3 月 26 日，蒙城县楚村镇举办黄牛大赛，当地农民及养殖企业饲养的近百头黄牛参赛。评委按照牛的体型、肌肉及发育、

肉牛膘情等进行现场评定，最终评出 8头“黄牛之星”。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

赛牛评赛牛评““星星””

据新华社电（记 者 黄 玥）全 国 妇

联、中央网信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日

前联合印发通知，对开展“巾帼普法乡

村行”活动作出部署，活动将聚焦广大

农村妇女对法律资源和法律服务的迫

切需求，深化面向农村的法治宣传教

育，把法律知识和维权服务送到广大农

村妇女身边。

“巾帼普法乡村行”活动重点面向

农村妇女及其子女和家庭，围绕妇女权

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树立家庭新风

等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将在全国开展，

重点覆盖西部 10 省区市 160 个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及西藏、新疆各

县（市、区）。

这一活动将选择 5 个省份举办示

范活动，采取“5+”模式，开展一堂专家

普法宣讲课、一次乡村“法律明白人”

或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讲身边事、一

场地方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一次现

场法律咨询服务、一系列主题普法视

频展播，并通过网络新媒体进行传播。

通 知 要 求 ，各 地 各 部 门 要 结 合 实

际，组织开展有特色、接地气的普法宣

传活动；抓住重要节点，发动妇联团体

会员、普法讲师团、巾帼志愿者、乡村

“法律明白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等

开展集中宣传；把普法宣传融入维权服

务，为农村妇女特别是偏远农牧区群众

提供及时便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四部门联合部署开展

“巾帼普法乡村行”活动

本 报 讯（ 记

者 袁 野）3 月 21

日，鸿日汽车集团

鸿 喜 达（金 寨）数

字 化 产 业 园 在 金

寨 县 落 成 并 投 入

使用，当天举行了

该 品 牌 的 新 车 发

布仪式。

该 产 业 园 总

投 资 约 18 亿 元 ，

占 地 面 积 32 万 平

方 米 ，有 年 产 能

达 50 万 台 的 数 字

化 智 慧 互 联 工

厂 ，主 要 生 产 高

端 微 型 电 动 车 。

项 目 一 期 规 划 产

能 为 25 万 台 。 预

计 达 产 后 实 现 年

产 值 60 亿 元 ，可

提 供 2100 多 个 就

业岗位。

目 前 ，金 寨 县

已 经 形 成 了 以 雅

迪、鸿喜达为龙头的电动车全产业链

体系，形成了从缆线、轮毂、灯具、电

机、车架等配件到整车生产的全产业

链条，集聚了 25 家上下游配套企业，

总产值达 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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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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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总值班 18955179501（日夜）编辑部传真 65179872(日夜) 集团办公室 65179014 编委办公室 65179030 总编办公室 65179021 审读考评办公室 65179178 政治新闻中心 65179195 经济新闻中心 65179133 文化新闻中心 65179166
报纸编辑出版部 65179357 视觉新闻中心 65179242 理论部 65179251（邮箱：ahrbllb@163.com） 地方新闻中心 65179232、65179260（热线）（邮箱：ahrbtg@126.com） 安徽时评编辑部 65179130（邮箱：ahsping@126.com）
客户端编辑部 65179182 平台账号编辑部 65179460 安徽新闻网编辑部 65179652 信息技术中心 65179265 安徽报业经营有限公司 65179296（广告）、65179567（发行） 印务中心 65333661 新闻研究所 65179144

零售价：2.00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承印

地址：合肥市望江西路505号 昨日开印3：15印完 6：00

本报地址
合肥市潜山路 1469号
邮政编码：230071

电

话

■ 本报记者 罗 宝
本报通讯员 曹 基

春风拂面，逐梦军营。近日，天长

市近百名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新兵，身

着迷彩服，胸戴大红花，豪情满怀。

在新兵中间，有 6 位退役“老兵”再

着戎装，二次入伍，他们站姿挺立，眼神

坚定，格外引人注目。来自天长市金集

镇的“老兵”臧云是其中的一位。

2019 年，高中毕业的臧云怀揣对军

营生活的向往和保家卫国的梦想，应征

入伍，奔赴边疆。服役期间，他刻苦训

练、表现优异，入伍当年就被评为“四

有”优秀士兵。

2021 年 9 月，两年义务兵期满后，

臧云考上芜湖职业技术学院。近 3 年

的学习生活，臧云充分享受到了全部学

费减免、助学金等多项优惠政策。“非常

感激国家的好政策，今后一定好好报效

祖国。”臧云说。

今年 1 月，即将完成学业的臧云向

家人表达了再次入伍的想法，“只要还

能当兵，去哪都行！”家人十分支持他，

鼓励他再圆“军旅梦”。

郑 集 镇 二 次 入 伍 退 役 士 兵 李 林

说，军旅梦想并非一时兴起，他从小常

常 听 爷 爷 讲 那 些 艰 苦 岁 月 从 军 的 往

事，耳濡目染，心中早已种下了当兵报

国的种子。2021 年，他踏入军营，两年

的经历让他对军队生活有了更深的理

解和感情。“两年兵真的还没有当够。”

李林说。

这 次 预 定 新 兵 役 前 教 育 训 练 期

间，李林不仅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还

主动担任“小教员”，把自己在部队学

到的本领，毫不吝啬地分享给同班的

其他人，协助班长做好役前教育管理

工作。休息时，他教大家唱军歌、整理

内务，帮他们理发。没过多久，李林就

成了班列成员心中的“班副”、班长的

“贴心小助手”。

“老兵”入伍 续写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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