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城宣城：：建好建好““周转池周转池””全力保障项目要素需求全力保障项目要素需求
4月15日，“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

景”采访团走进宣城高新区宏润新能源

产业园。从签约到投产，宏润新能源产

业园项目仅用了6个月时间。短短6个

月，折射出的是宣城市服务企业的速度

与温度。据了解，宏润新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选址宣城高新区实施项目二期建

设，未落实项目用地。宣城高新区管委

会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提出要素保障会

商申请，将该项目所需新增用地计划和

补充耕地指标纳入全市工业项目用地

“周转池”统筹解决。目前，该项目已经

宣城市政府受省政府委托批准用地，有

效保障了项目建设。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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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4月16日，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为更好发挥大黄山地区（包括黄山、池州、

安庆、宣城四市全域）的优越区位条件和独特

资源禀赋优势，经过两年多的深入谋划，省委

省政府决定在大黄山地区建设世界级休闲度

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去年底省委、省政府印发

了大黄山建设行动方案，今年3月份省政府召

开了大黄山建设推进会，大黄山建设进入全面

推进阶段。

据了解，大黄山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顺应

消费升级和现代旅游发展新趋势，立足生态

型、锚定国际化、对标世界级，强化市场化运作

和平台化思维，面向高品质消费需求，打造高

端服务业集群，引领和创造市场新需求，形成

协同共进、竞相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格局，把大

黄山地区建设成为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

目的地，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作出更大

贡献。

按照“五年见成效、十年成规模”的建设步

骤，一张蓝图、久久为功，扎实推进大黄山建

设。2024年到2028年，大黄山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六大高端服务业发展加速，落地一批

国际性重大活动、实施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

项目、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推进一批国家

级试点示范、推进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建成3家以上国际性会展中心场馆，四市分别

新建1—2家国际品牌酒店。2029年到2033

年，大黄山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市场、资本、

平台活力持续激发，新型业态蓬勃发展。到

2033年，大黄山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000亿

元，六大高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以

上，接待国内游客超过6.7亿人次、旅游收入

超过7900亿元，六大高端服务业成为区域经

济发展重要支撑，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

享誉世界。

大黄山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推动传统观光

旅游向现代休闲度假康养旅游升级，推动旅游

产业向跨界融合的现代服务业延伸，高质量发

展休闲度假产业、大力发展创意产业、高水平

发展体育赛事产业、积极发展医疗康养产业、

加快发展会展产业、提升发展文化服务产业等

六大高质量现代服务业集群，带动高端绿色的

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

会上，黄山市、池州市、安庆市、宣称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依次介绍了各地市在生态、资

源、区位环境等方面的发展优势,并对接下来

如何结合地方特色，进一步融入大黄山地区建

设作出规划。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军表示，下

一步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加强

总体谋划、政策设计和督导调度，凝聚起全社

会推进大黄山建设的强大合力。

我省推进大黄山世界级旅游项目建设

4月16日，“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集中

采访团走进安徽云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实地了

解企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的故事。安徽云华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工业机器人研发、生产、

销售、应用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是国内为

数不多实现了机器人核心控制系统、减速机两个

核心部件全栈自研的机器人生产企业。

在公司展示大厅，一款智能轻焊工作站吸引

了记者的注意，这是企业去年11月推出的新产

品，可用于桥梁、船舶等大型钢结构焊接。工作

站由移动磁吸底座和协作机器人构成，机器人本

体重量只有十几公斤，可以轻松吸附在钢座的任

何位置开展作业。一个熟练工人可以同时操控

3—4台这样的机器人，每天的焊接量在300—

360米，是传统高级焊工每天工作量的三到四

倍，极大地提高了焊接工作效率。而这款产品的

诞生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这家企业的科技副总

刘勇。

刘勇的另一个身份是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

区机械教工党支部书记，主要研究方向是机器人

运动规划与决策、串并混联仿生机器人、机器人

智能装备与系统。2023年4月，刘勇受聘成为

安徽云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科技副总。从学校

到企业，只有短短五分钟车程，刘勇每天处理完

学校的工作后，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企业。“从实验

室到生产线，中间有个漫长的过程，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科技副总是一项双赢举措。过去，高校

和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是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

程中或工艺流程升级时遇到的具体问题，很难推

广。现在，作为科技副总，和企业共同解决的是

机器人行业细分领域的共性问题，开发的是面向

市场的通用化产品。”在谈及担任企业科技副总

一年来的感受时，刘勇这样说。

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校解题。“科技副总”

搭建了宣城市企业技术需求与科技人才精准对

接的平台，通过“双向奔赴”，人才带来的先进技

术加速产业蝶变升级，产业的快速发展亦将推动

人才蓄水池持续扩容。

据了解，2023年以来，宣城市在全省地级市

率先探索“科技副总”引才机制，破解企业引才

难、留才难问题。目前通过“科技副总”工作，宣

城市已助力企业建立省博士后工作站、企业研发

中心等研发机构12家。在征集企业需求基础

上，选派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赴对口企业担任

“科技副总”，帮助企业“一对一”解决技术难题。

首批共选派21名“科技副总”，力争三年内，实现

“2+3+4”产业重点企业全覆盖。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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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宣州：：卫浴产业新城加速崛起卫浴产业新城加速崛起

短短几年间，宣州区寒亭镇，“无中

生有”了一座卫浴产业园，吸引了全国各

地企业来此落户。据了解，寒亭镇坚持

科技赋能，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卫浴产业

加速集聚，全镇呈现出特色产业成效显

著、品牌创建扎实推进、投资环境逐步优

化的良好局面。

在宣州区寒亭镇的智能卫浴产业园

内，宣卫卫浴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

片繁忙景象，数台数控机床正全速运转，

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加紧订单生产。宣

城市宣卫卫浴投资人皮国才拿到

刚刚生产出的卫浴产品，宛若捧

着稀世珍宝。回忆过去的几年，

皮国才感叹道：仿佛有一种脱胎

换骨的感觉。

春江水暖鸭先知，政策暖心

企先知。企业在市场失灵时会陷

入低谷，而此时政府政策的温暖

帮助尤为重要。据皮国才介绍，

2019年由于疫情市场等诸多因

素，宣卫卫浴有限公司母公司在主城区的

地块一直未能出让，没有资金投入，导致

退城进园实施主体企业在寒亭工业园现

在的项目建设陷于停滞状态，这一停就是

四年。四年期间企业处境艰难。

时间来到2023年3月4日，皮国才

带着问题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参加了宣城

市委第三期政商恳谈会，会上宣城市委

书记李中听取了他的汇报，经过会商之

后当即着令宣州区先期为企业落实

3000万的融资担保，推进项目建设。宣

州区政府闻令则动，一个星期内对融资

事宜召开宣州区政府专题会议落实市委

政商恳谈会精神，细化融资方案，仅仅时

隔15天，在宣州区委有关领导的主持

下，宣卫卫浴项目复工仪式迅速召开。

复工以后，宣州区担保机构和承办银行

根据施工节点迅速放款，寒亭镇政府和

相关职能部门靠前服务，至2023年底项

目一期2万平方米的厂房和两栋4千平

方米的研发和办公楼如期建成。做到当

年建设，当年试产。项目二期1500万元

的设备将于7月份进场安装。

宣卫卫浴涅槃重生，从侧面证明了

宣城市委亲商安商的决心雷霆万钧。近

年来，寒亭镇陆续引进了多家全国知名

的卫浴企业落户，围绕淋浴房、淋浴屏、

花洒套装、浴帘杆及浴帘、浴室柜、卫浴

配件6大系列产品做文章，不断完善产

业链条，促进卫浴产业提档升级。一座

具有影响力的卫浴产业新城正在加速崛

起。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55G+G+蓝莓蓝莓””种出农业新花样种出农业新花样
“我们现在只需要1个人、1台电脑、

1部手机就能轻松照料大棚内的所有蓝

莓。”谈起5G智控项目基地，施吴村“5G

蓝莓”基地总经理梅伟高兴地介绍道。

蓝莓和5G有什么关系？4月16日，

“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集中采访团

走进位于宣城市郎溪县十字镇施吴村的

“5G蓝莓”基地。梅伟带着记者前往基

地的细节处“探秘”了一番。只见每株蓝

莓树下都配备了智能化的滴灌、喷灌系

统，它们通过精准调控，确保每棵蓝莓都

能获得充足的水分和养分。梅伟介绍

说，这正是基地引进5G物联网技术后带

来的显著成果，“现在不仅实现了蓝莓种

植从播种到收获的全程智能化、精细化

管理还大大提高了蓝莓的产量和品质。”

“我们还能借助计算机采集基质培

养料的各项数据，对每棵蓝莓进行精准

调控，既节水节肥，又节本增效。”梅伟

说，和过去地栽蓝莓不同，在这个基地，

通过计算机采集基质培养料的各项数

据，对每一棵蓝莓植株进行精准调控，盆

栽蓝莓被智能水肥系统连接起来，遍布

大棚的二十余个传感器和物联网设备，

实时监测大棚气温、土壤湿度、水肥补给

进度等数据。只需一部手机，就能照料

大棚内4.7万盆蓝莓。梅伟透露，科技赋

能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使得蓝莓实

现了错季上市，拓宽了市场销路。

采访中，梅伟信心满满地表示，接下

来，基地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将基地

周边的丘陵地区纳入发展范围，同时继

续依托5G物联网技术，推动蓝莓产业

的智能化。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

量。据了解，作为安徽省首批数字乡村

试点地区，郎溪县十字镇积极推动农村

互联网建设，目前全镇已实现“5G”网络

信号全覆盖，为数字化农业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