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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肥经开区，一个有关“20天”的奇

迹，流传甚广。

合肥经开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俞光远

向记者讲起了这段故事：台资企业峻凌电

子是合肥海尔工业园供应商之一。当时，

这家企业与合肥经开区签约，决定在该区

建设生产基地。在合肥经开区管委会提

供厂房、帮助招工、帮办手续等全力支持

和全方位服务下，这家企业从签约到投产

只用了20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

自从2000年晋升为国家级开发区的那

天起，合肥经开区便将如何提升政府服务

的品质放在重中之重。“长期和企业家打交

道，大家早就成了很好的伙伴和朋友。”苏

伟觉得，用朋友般的热情真诚相处，才能让

企业家在合肥经开区待得舒心称心。

而合肥杰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2006年，该公司落户合肥经济

技术开发区时，正是由于该区为其量身定

做的融资模式，该公司才得以在合肥建设

亚洲最大的工程塑料及热塑性复合材料

生产基地。

“未来的开发区靠什么再提升，两个

字：服务。”在采访中，合肥经开区相关负责

人表达出了这样的理念，产业发展不是孤

立的经济现象，与一个地方的体制机制活

力、行政服务效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紧

密相关。基于此，合肥经开区立足先行先

试，致力创新体制机制，成为全国首批行政

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单位。目前，该

区已经确立了“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

管理体制，该区职能机构仅设立“两办六

局”，并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

进行调整，打造出精简、统一、效能的管理

机构和运行机制，打造合法高效的“服务导

向型”政府。

皖江热土扬产业发展新风帆
——写在“领航——皖江城市带开发区巡礼”

曾经，这是还是一片农田，阡陌交错；如今，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上千家企业，家电、装备制造业已经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名片；

曾经，这里的农民只能背上包袱，憧憬着大都市的创业梦；如今，他们在家门口就能选择自己喜爱的工作，编织着自己未来的梦想；

曾经，这里只是革命老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落；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为安徽经济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

今天皖江开发区，用“聚宝盆”来形容开发区一点也不过分：它们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一座座现代化的工业厂房，迎风飘扬的斑斓彩旗，四通八达的平坦大道，拔地而

起的高楼华宇……这一切，向世人昭示着这里充满着勃勃生机和孕育着收获与希望。

在全国宣传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大背景之下，本报记者深入皖江开发区企业一线，用文字记录开发区的发展之路，用脚步丈量企业前进的点滴。从今日起，

陆续推出《领航——皖江城市带开发区巡礼》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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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合肥城区往南，秋风中荡漾

着碧波的派河显得格外繁忙。记者

来到派河港边，穿过熔安动力的一个

组装车间，从东到西，足足1公里长。

巨型大门缓缓打开，一台高15米、净

重477吨的船用柴油主机整装待发，

它沿着派河进巢湖，再经长江出东海，

进太平洋抵达南美洲，最后到达巴

西。而派河的变迁，似乎正是它所经

过的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变

化的缩影。

记者 周平 星级记者 宛月琴/文

派河，由西北向东南，流经合肥市上

派镇、中派河、下派河注入巢湖，全长60公

里。而合肥通江航道中的派河水域，只有

12公里，仅能通航200吨左右。

“这对于低速柴油机来说，不就是条小

水沟吗？”当熔安动力项目刚刚落地合肥的

时候，很多业内人士都对派河如何能让这个

巨大的东西运出去表示了疑惑，合肥熔安规

划生产的低速柴油机小则重500吨、大则超

过2000吨，即使是拆装运输，航道通航能力

也不能低于1500吨，航道净空不低于8米。

但不久之后，派河让很多人眼前一

亮。合肥市作出了加快合肥通江航道改

造，南淝河合肥中心港向派河转移，将派河

港打造为合肥中心港的战略部署。这一通

江航道改造，投资达到12亿元，全部完成

后，1000吨~1500吨的装载船可由派河新港

起航，“小水沟”摇身一变成了通江达海的

“大通道”。

而这一切，全都发生在合肥经济技术

开发区。在这一片方圆72.72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截至今年7月，已有3182家注册企

业，其中产值超亿元企业79家、世界500强

企业12家。打开合肥经开区的地形图，你

会发现像熔安动力这样的大项目还有一长

串的名单：日立建机、联合利华、海尔、美

的、江淮汽车……汽车、家电、装备制造及

快速消费品四大产业“领航起飞”。尤其以

家电产业为例，在国内家电业最强的18家

企业中，落户该区的就有5家，而且家电业

已成为全省首个千亿元产业。

今年以来，该区月工业产值突破百亿元，

全年工业总产值也将突破千亿元大关。

无论是任何地区的经济开发区未来的

方向是由单一的、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业

园区向现代化的城市新区转型，人的发展

和幸福是最终目的。在这个过程中，要建

立合理的成果共享机制和培育有本地特

色的地域文化。

合肥经济开发区再往下走，需要做好

四个“转变”：第一个是要以基础产业为

重，向以人为重来转变；第二个要以 GDP

增长为重，向以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

发展为重来转变；第三个要以本开发区发

展为重，向引领城市全面发展为重来转变；

第四个要以提高企业和产业发展绩效为

重，向提高园区居民幸福指数为重来转变。

伴随着开发区的发展，经济实力强

了、规模扩大了、囊括的人多了，其结构愈

加复杂。这时需要综合考虑开发区的经

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人的发展和

需求。

开发区已经进入了转型发展、探求新

的发展模式的阶段。其未来的方向应该

是由单一的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业园区

向现代化的城市新区转型。改变开发区

过去单纯以生产为重，忽视比如说社会、

环境、人的发展等等一些问题，追求获得

一种可持续的，能够实现包容、共享、文明

等各方面兼得的发展模式。

“原本他是在一栋居民楼里，结果被

我们捡了个便宜，邀请他们把家安在这

里。”合肥经开区管委会创新创业园主任

苏伟口里的“捡便宜”，说的是龙迅半导体

有限公司总裁陈峰。

而在陈峰看来，回国创业不仅是一

种情怀，更是梦想。曾就读于安徽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的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

位，拥有8件美国专利。2007年，陈峰带

着自己的技术，在合肥创办龙迅公司，主

要从事高速接口和混合电路芯片的设计

和技术服务。陈峰介绍，此前同类产品

全由国外制造，他的初衷便是想改变这

种局面，让中国人自己在行业里有说话

的分量。

“在这里，我们受到了诸多的照顾，我

们也对企业的未来充满着信心。”陈峰的

话里充满着感激。而苏伟告诉记者，在合

肥经开区，通常把陈峰这样有潜力的高科

技企业称为“种子企业”，它们被看成了合

肥经开区二次创业的“起跑线”。

合肥经开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区通过引进一批“种子”企业，目前正在着

力培育以捷敏电子、芯硕半导体等为代表

的电子信息产业，以赛真拜通、国药集团

等为龙头的生物医药产业，以杰事杰为代

表的新材料产业，以罗宝、仁创、西伟德等

为代表的住宅产业化等四大新兴产业建

设，争取打造几个国内顶端的产业，培育

一批顶尖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培

育一批千亿级产业和五百亿级产业，力争

成为安徽省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的“主引

擎”、全国有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高地。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种子”将在合

肥萌芽。

一条“小水沟”的变迁

一个“种子企业”的梦想

一个有关“20天”的奇迹

合肥市经开区成立于1993年，1997年被列为全国首批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单位，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2010年7月合肥加工区正式获批。目前，该区实际管辖面积72.72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33万。经过18年的快速发展，开

发区已经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家电电子、装备制造、快速消费品四大支柱产业。

开发区档案

开栏语

应及时向现代化的城市新区转型 星报财经特约观察员、中国企业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竹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