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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转型加速度 一江两岸谱新篇

从钢城到港城，从过去的“一钢独大”到现在的多
元经济支撑，从偏江一隅到跨江发展，从保税区的批
建到郑蒲港外籍轮首航……近几年来，马鞍山这座古
老而又年轻的全国文明城市，在转型升级上下工夫，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开放带动战略，打出一套经济发
展“组合拳”，创造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马鞍山速
度”，谱写了一江两岸联动发展的新篇章。

▋马轩 张发平 文/图

掘金“一带一路”
“马鞍山造”俏销世界各地

9月7日下午，在马鞍山市博望区中亚机床制造有限
公司，外贸部经理邹利红刚刚放下伊朗客户萨哈尼的电
话，就和生产主管王忠友来到生产车间查看激光剪切机
的生产进度。别看她年纪轻轻，她的足迹已经踏遍五大
洲十几个国家，几乎每天都在用英语和国外客户交流。

“我们的老客户哈萨尼谁也挖不走。”说这句话时，邹
利红非常自信。据她介绍，哈萨尼是一位来自伊朗的机
床经销商，自从 2009 年主动来到中亚机床寻求合作后，
从此成为公司忠诚的客户。哈萨尼几乎每天都与邹利红
通话，询问价格，交流行情，同时也会对自己的订单生产提
出外观和颜色等建议，而邹利红总是不厌其“烦”，及时与
技术、生产部门共同会商，满足他的要求。正因如此，目前
中亚机床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4年蝉联安徽省
剪折机床出口企业榜首。去年直接出口总额300万美元，
今年1到8月已经飙升到5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3000万
元的间接出口额。

马鞍山市企业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积极拓展海
外市场，中亚机床所占份额只是“马鞍山造”产品俏销海外
市场中“冰山一角”。博望区素称“中国剪折弯机床第一
镇”，该区拥有自营进出口企业170余家，产品销往“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多达80多个，市场份额约占50%。
而放眼全市，今年上半年，该市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
贸易往来，1到7月马鞍山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9个国
家经营额达1.88亿美元。

在创新驱动和开放带动战略实施过程中，
马鞍山一些企业始终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品
结构，专注技术研发，从而催生了一批企业“小
巨人”的诞生。如今，这些“小巨人”已经攀上
了许多国际大品牌，和它们做起生意。

博望区华菱西厨原先是生产刃具的，随着
市场的变化，其产品竞争力日益薄弱。在一次
国际会展中，一位客商带着汤锅项目，尝试让
该企业研发生产。没想到，这一产品研发投产
后竟在市场上一炮打响。于是，该公司开始大
胆引进人才和技术，转型厨具生产。如今，该
企业一批拳头产品已经出口欧美、中东以及东
南亚、非洲等100多个国家。

“一年销售汤锅十几万只，而且成为德国

麦德龙超市的大客户。”华菱西厨东南亚片区
销售经理郭鹏说，今年公司的海外订单多到做
不完，销售业绩比往年增长30%。

9月8日下午，在和县经济开发区，安徽久
工健业公司向马来西亚发出8柜集装箱800套
按摩椅。公司质检部经理张永龙说，最近公司
每天都向东南亚和欧美等国家发货，最多的时
候一天要发8柜集装箱货。今年上半年实现销
售 1 亿元，出口 386 万美元。“我们的按摩气囊
销量全球第一。”张永龙说：“我们去过日本松
下工厂，他们的厂房和仓储面积还没有我们
大。和日本企业相比较，我们在人工成本和物
流成本上远胜于对方。所以，在相同技术的产
品认证下，咱们按摩椅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推进转型升级，企业“小巨人”攀上国际大品牌

“坚持港城一体、产城一体、城乡一体，
打造安徽江海联运枢纽中心和现代化新城
区。”这是省委省政府对马鞍山实施跨江发
展、建设郑蒲港新区的明确定位。5 年多来，
该市举全市之力推进新区建设，郑蒲港新区
正在成为安徽乃至长江经济带上的内陆对
外开放新高地。

据安徽省郑蒲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顾
冰介绍，公司先后开通了郑蒲港至盘锦的东北
航线、郑蒲港至广州的南方航线以及郑蒲港至
上海港的外贸内支线定期航班。

7 月 5 日，外籍越南“海豚 15”号轮满载
4700 吨货物首次驶进郑蒲港，标志该港至东
南亚、韩、日等近洋直达航线正式开通。“郑蒲
港是八百里皖江最后一个深水港，可满足 2 万
吨级船舶靠泊作业。”顾冰说，该港口是皖中皖

北乃至中部地区通江达海的一个重要通道，对
于促进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其实，对于郑蒲港人而言，建大港、迎大轮
只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去年8月26日，经
国务院批准，同意在郑蒲港新区设立马鞍山综
合保税区，则让郑蒲港人对一江两岸联动发展
更加充满自信。

9 月 8 日，马鞍山市综合保税区施工现场
责人杨凤茂说，目前保税区通关服务中心、查
验中心和产业卡口都已建成，并进入扫尾阶
段。接下来，将迎接省里和国家相关部委验
收，预计10月底可以投入运营。

“一边建设，一边招商。”郑蒲港新区管委
会工作人员邢超说，在新区建设的同时就签约
4 个招商项目，其中御香苑冷链物流及加工项
目已投入生产，另有2个项目正在施工。

跨江联动发展，郑蒲港新区成内陆开放新高地

“这里不仅开放政策好、服务好，更重要的
是政府部门行政服务效能高。”何驰是马鞍山
国家级慈湖高新区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副总
经理，从2010年至今，他所在的公司已经扩建
到三期工程，公司生产的防晒剂产量跃居世界
第二。谈起对马鞍山的认知，他深有感慨地
说，去年 3 月份公司三期项目动工时，他们向
外资方表示“项目计划于 12 月试产”，外企老
总表示“不可能”。但是，在新区管委会和市直
部门合力推动下，这一不可能变为可能，三期
项目如期试产。

2016 年春，为推进茂迪马鞍山太阳能电
池生产基地项目，该市经开区管委会专门成立
工作组，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密切配合，厂
房改造仅用 26 天时间，提前三个月完成改
造。说起政府的支持，茂迪马鞍山新能有限公
司行政部资深经理吴伟杰连称：“这个速度，非

常了不起！”
无论是“慈湖速度”“茂迪速度”，还是郑蒲

港速度……这一次次被刷新的“马鞍山速度”
背后，彰显出该市各级干群高效务实的作风，
更得益于该市良好的开放平台和机制。

为了做到招大引强，该市不断完善开放平
台建设，提高行政审批服务质量与实效，优化发
展环境，努力提升对外开发承载力和新动力。
该市在郑蒲港新区启动中欧合作产业园建设，
组织全市 37 家欧洲企业成立马鞍山市欧洲投
资企业联盟，建立健全欧商服务体制机制。

去年，该市在全省率先成立台商服务中
心，组建台青会、妇女会，为台商聘请法律顾
问，引进台湾创新科技产业园等一批项目，并
帮助协调台商子女在该市就学问题。目前，该
市已有台资企业 206 家，长期在马台胞 3000
多人。

释放开放活力，“马鞍山速度”被不断刷新

郑蒲港正在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工人正在装配激光剪切机零配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