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商银行金融研究院组织编撰的《2019安徽区域

发展报告——脱贫攻坚篇》和《2019 安徽产业发展报

告——高新技术产业篇》，近期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推送

面世。这是徽商银行继2017年和2018年的年度安徽

区域与产业报告连续推出的第三部系列皮书。2019

年度的2本皮书分别以“脱贫攻坚”和“高新技术产业”

为主题，契合新时代安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

就此作了全景式分析研究，资料翔实，提炼精确，总结

到位，对策出新，富有很好的文献价值和应用价值。

这部皮书是对 2018 年度安徽区域和产业发展

的研究专著。当年可谓是新时代安徽发展的又一个

重要时间节点：“十三五”时期正好过半，离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时间只有 2 年，也是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一年。处于这样的时间

节点，区域发展方面的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方面的高

新技术产业，不仅是现实的重大任务，而且反映了最

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安徽发展大势。因此，这部皮

书以脱贫攻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题，抓住了当年

安徽发展的关键，体现了高站位和大视野。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的平衡性如何，主要是看

区域和人群的发展差距大小。《2019 安徽区域发展报

告》认为，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显著表

现目前还存在三大差别：在产业领域存在传统与先进

生产方式差别，在社会发展领域存在城市与农村差别，

在国土空间领域存在发达与落后区域差别。这三大差

别都交汇于贫困问题，并且是三大差别的“底线”。贫

困县域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存在与分布，拉低了区

域发展水平，成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是安徽区

域差距的要害所在。本《报告》对安徽在精准识别、精

准施策等方面，都作了详细梳理，归纳出系统关联、主

要经验和典型实例。本《报告》着重对安徽贫困地区各

板块进行了全面观照和深入分析，对脱贫进展和经验

积累作了评估，并进一步指出各板块因地制宜精准脱

贫、提升区域发展协调性的路径选择。本《报告》还特

别用一章的篇幅专门研究了徽商银行助力脱贫攻坚，

描述了其具体策略措施，总结了其成效与不足，并给出

完善举措的思路建议。本《报告》不仅向社会展示了安

徽在 2018 年通过脱贫攻坚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轨迹

及其成效，而且为研究消除贫困、缩小差距、平衡发展

提供了鲜活样本。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当下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

型升级的关节点上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安徽作

为长三角成员，科技和产业创新资源丰富，扬其所长加

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持续深化与长三角其他省市

融合、构建现代产业基础和产业链、实现国家战略意图

和布局的必由之路。《2019安徽产业发展报告》瞄准高

新技术产业，运用数据和案例梳理、定量与定性分析、

与周边省市比较研究等方法，较为完整地刻画了安徽

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状况、进展和问题，评估了

安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力、潜力和能力，研判了相关

产业政策及其有效性，并就产业组织、产业政策和金融

支持等进一步优化作了深入解析提出对策。

该《报告》指出，安徽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以“制造

强省”战略导向，以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精

品制造、服务型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互联网＋制造、

龙头＋配套、基地＋基金、存量＋增量、节约＋循环等

路径，已在若干产业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该

《报告》从产业组织的视角，具体分析了安徽高新技术

产业的全产业链结构、产业集群组织、园区基地运行、

要素供给状况等问题，分别进行了梳理和评估。

同样，该《报告》也就徽商银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策略措施加以系统细致的解析研判。在此基础

上，该《报告》对安徽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中心建设、重

点产业拓展、园区集群优化、产业政策完善、金融支持

强化等提出了诸多针对性建议，读来感到颇有应用价

值。应该说，当前正在发生的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动能转换的交汇，长三

角一体化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格局的深入进展，为安徽

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引领制造强省建设带来了战略机

遇。牢牢抓住这一机遇，更大力度地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建设先进制造、高端制造的高地，是安徽任重道远

的要务之一。

事实上，好的皮书价值并非仅在于叙史，而且更重

要的是前瞻。基于过往事实的梳理总结，从中揭示走

向、趋势和规律，再反思问题及其症结，调适校准未来

进路，给读者以前瞻性的启发，这可以说是皮书的撰著

与出版的意义所在。《2019 安徽区域发展报告——脱

贫攻坚篇》和《2019 安徽产业发展报告——高新技术

产业篇》为此的努力以及呈现的成果，是值得赞赏的。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

把握时间节点上的安徽发展脉搏
——评《2019安徽区域、产业发展报告》 □ 宋 宏

三年前，我和先生搬到了远离闹市的白马山，与

山为邻，与水作伴。彼时，认识了老李。老李，50 多

岁，果林场工人，老实巴交，极其木讷。听说他先前在

江浙一带打过工，因不够机灵，常被人骗，一年下来，

也赚不到几个钱。刚好，果林场需要一个看守人，这

活不用和别人多交流，他就来了。和我们做起了邻

居。还别说，树木啥时候除草，施肥，浇水，剪枝，他样

样在行。总见他扛着把锹在园子里转悠，给树松松

土，除除草。一双粗糙的大手，摸摸这棵树，又拍拍那

棵树。沧桑的脸上漾着笑意。这些树木啊，和他成了

无话不谈的朋友呢。

闲暇时，他还在林子边，开垦几分地。春天，种上

绿油油的韭菜，在春风里，呼呼疯长。夏天，小菜园里

可欢腾了。青的、红的辣椒，挂满枝干，挤挤挨挨，亲

亲密密。架上的豆角，细细长长，从藤蔓上一根根垂

挂下来，嫩嫩的。期间，少见他妻子过来，因女儿在读

高中。前年，女儿读大学，他妻子就跟着过来，照料老

李的生活。老李妻子清瘦，面黄，眼睛高度近视。身

上是过时的旧衣衫。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她的日子

过得困苦，不滋润。不过，是个爱干净的女人。自打

她来了后，老李的屋子整洁了，变亮堂了，里里外外，

干干净净。每天，两个人的衣服洗得清亮，在她门前

的晾衣绳上摆动，散发出肥皂香的味道。脚下是葱茏

的绿植，身后是成排的柳树，柳枝儿在晨风里梳洗着

长发。我会驻足，多看几眼，这画面里，有岁月静好。

知道我上班忙，她总是屋里屋外帮我打扫，下班晚了，

晾晒在外的衣物，也被收进屋，叠好。是个热心肠的

好人。

喜欢她，是因为我爱花，她也爱花。不经意间，哪

天下班了，她就会领着我，告诉我，这里种了几棵菊，那

里又栽了一排节节高，一脸的兴奋。我呢，则想着它们

开花时的模样，妖娆，喷着香。此时，她的房前屋后，我

的房前屋后，都被各色鲜花环绕，簇拥，我们仿佛住在

一片花海。空气里，流淌着花香的味道。

老李妻子听说我喜欢栀子花，于是，到附近农户

家，移栽来两棵，种在庭院里。一日下班，一阵栀子花

独有的清香，拂过鼻翼，沁入心脾，不由得心里一喜。

奔过去，见几支白色的花朵，安静地嵌在绿枝间。哦，

开花了。俯下身子，深深吸一口，真香！

门前屋后的这些鲜花，在老李妻子的呵护下，肆意

地盛开着。我有时纳闷，一个普通的农妇，竟对花儿有

着如此的情愫。我也发现，有的花长势不好时，她总会

用一根细细的红绳子扎在枝干上，问她原因，她淡淡地

告诉我，红色吉祥，它会让这些花生机勃勃的。后来在

一次闲聊中，才知晓，其实命运对他们夫妇很不公。他

们的大孩子因病去世，老二十几岁时又患了重疾。重

重打击，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摇摇欲坠。我知道，

原来，在她心中，那些美丽的花朵，那一根根红色的细

绳，寄托着希望，寄托着她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呀。对

她，心生怜悯和敬重。

他们的女儿也很懂事，忍受身体的疾患，刻苦学

习，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现在一家不错的公司实

习。抬眼，窗外的紫薇，开得灿烂。我想，有花在开，这

个世界，就仍有美好在。

早晨，一抹阳光开启窗户，斜斜铺了一

地，几株绿萝被镀亮。秋阳尤其专注，总是在

斗室里兜留，要到中午时分才迟迟退去。阳

光和煦，我背对着，从内心里感激阳光温暖的

抚摸。

体会阳光行走的路径，它穿过衣服，进入

我的皮肤，又被流动的血液搬起，最终到达心

域和心跳，心暖暖的、亮亮的，一个世界也因此

光明了。

一天的工作由此开始，身体和精神饱满，

一切都是清朗的。我是一个喜欢感激的人，对

工作自然是充满感激之情，记得读过一本书

《工作着是美丽的》，内容记不住了，仅书名记

得牢。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绺阳光，它能

照亮我的每一个旮旯。阳光和阳光交融，自然

再美好不过了。

一盆瑞香花陷在绿萝的藤蔓间，绿叶银

边，花香柔和，她在阳光下自言自语，工作之

余，我时而打量她，饱蘸阳光的瑞香似乎永远

那么自信，永远保持着鲜亮的状态。斗室的花

草我过问得极少，往往是十天半月浇一次水，

剩余的时间都交给阳光打发了。花草没辜负

太阳，真的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灿烂得让我有

些嫉妒。

对飘进窗户的阳光，我万分珍惜，再强烈

我也不曾拉上窗帘拒绝它的来访。阴霾日子

是有的，这样的日子窗户就累了，黑沉着脸，不

知将期许的目光投向何方。在我的理解里，万

物都是会看有眼睛的，窗户当然不例外。没阳

光的日子，窗户是多余的，我不止一次这样想，

如若有用途，也是透过窗户，去看远处的阳光

缓缓走来。

在这个世界里，阳光的穿凿力最强，重要

的是它能凿穿时光的尘埃，“一万年太久只争

朝夕”，朝和夕都由阳光决定。有些年，我住在

没有窗户的茅草房里，好在家人在屋顶上开了

天窗，装上了亮瓦（玻璃），阳光就从亮瓦里穿

越而来，将本来黑洞洞的家点亮了。阳光从亮

瓦中投下，在地面形成光圈，我突发奇想，如能

把太阳种下就好了。说干就干，我瞄准光圈将

泥土的地面剖开，再覆盖上土，我以为太阳的

种子就这般种下了，浇点水，太阳的苗子不要

多久就会破土。失望是肯定的，太阳没有长成

大树。不过，剖土的地方还是有太阳照亮，尽

管仍来自亮瓦，但依然温暖而又明快。

亮瓦上投下的一束阳光，一直陪伴着我的

整个童年，我在这阳光下玩泥巴，识别家中寄

居的虫子，和鸡鸭们争夺领地，甚至在这阳光

下学会写下第一个字、从一数到十……或许从

这时起，我就知道了阳光的好处，即便是一缕，

也能明白万事万物的真谛。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向一粒虫子般趋光，

如有可能选择，我总是选和阳光贴近的地方。

有时感觉自己很幸运，家中的阳光和办公室的

阳光接续在了一起，生活有阳光，工作有阳光，

阳光来阳光去，委实很是幸福。实际上，人生

在世充满阳光最为重要，特别是心中要有阳

光。心中有阳光，看一切都是清朗而有质感

的。我喜欢和有阳光的人在一起，彼此不会投

下影子，即便有点绰约的影子，也会被太阳透

明了。心中无阳光是悲哀的，如没有诗意的

景，干枯无湿意。小时奶奶和我说过一句话：

甜的瓜，都是阳光晒出来的太阳瓜。我按奶扔

的说法，摘下的瓜，一个个一汪蜜。现在可以

延伸了，最美好的人是阳光人，最可交往。

从窗户飘进的一抹阳光，倚在我的背上瞌

睡，我悄悄地揪了块擦拭眼睛，我的眼前光明，

我的来路去途，也磊磊落落的光明，银边瑞香

又一次开了，好香，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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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阳光
□ 肥西 张建春

有花在开 □ 肥东 吴蔚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