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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芯屏器合”中高质量飞驰
近年来，安徽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着力打造高质

量发展新引擎。

例如，突出原始创新，把握科技竞争主动权。在量子

领域，涌现出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全球首台

光量子计算机、全球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等

一批“安徽首创”重大成果；在能源领域，合肥科学岛上创

建的“人造小太阳”，2018年首次实现了等离子体电子温度

达到1亿度的稳定运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提升“大装

置”，依托中国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院等“国字号”科研院

所，建成同步辐射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形

成以合肥为中心、服务全国的大科学装置集群。突破“卡

脖子”，围绕动态存储芯片、智能语音、超薄玻璃、工业机器

人伺服器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科技创新“攻尖”计

划，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在产业创新方面，协同推进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构建

“芯屏器合”体系，积极发展24个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培育

形成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人工

智能五大新兴产业，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达5400多家。

“芯屏器合”体系，所谓“芯”，指芯片产业，合肥集聚了

包括长鑫存储在内的186家集成电路企业；所谓“屏”，指新

型显示产业，合肥是集6代线、8.5代线、10.5代线于一身的

世界最大平板显示基地，京东方 10.5 代线实现满产、良率

超 90%，在 65 英寸、75 英寸市场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一，安

徽在新型显示产业已经实现了“从沙子到整机”全产业链

布局；所谓“器”，指装备制造及工业机器人产业，六轴机器

人产量安徽居全国第1位；所谓“合”，指人工智能和制造业

融合，科大讯飞智能语音技术让机器像人一样能听会说。

用“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安徽的“徽”字，上下是山水，左右是人文。高质量发

展，保护好生态环境是题中应有之义。

芜湖作为长江中下游的节点城市，是长三角区域重要

的生态屏障，保护一江清水向东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7年以来，芜湖市下大力气对十里江湾及上下游200多

个非法码头、修造船厂、非法砂点进行拆除清场，清理垃圾

1800 余吨，拖离拆解船只 120 余条，释放长江干流岸线近

30公里，腾出滩涂陆域面积6000亩。

如今在十里江湾公园，可以看到一个恢复自然生态江

滩风貌的示范林地、一个展现芜湖长江文化的生态长廊、

一个现代化滨江大城市的精致繁华。

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绿”为底色。记者

在芜湖产业创新馆看到，很多企业都很注重环保，坚持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就拿芜湖水泥行业龙头企业海螺集团

来说，废石、矿渣、粉煤灰等工业废弃物，经过其技术研发

和处理，都成了水泥生产的原材料，不仅节约了成本，也有

效解决了危险废弃物处置麻烦、污染环境的难题。

保护环境还要提高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记者在黄山市

潜口村“生态美超市”采访了解到，在当地，垃圾可以兑换

积分，换取油、盐、酱、醋、牙膏、洗衣粉等物品。2018 年 9

月，为进一步提高农村群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增强

大家垃圾分类处理意识，着力解决农村人居环境存在的问

题，潜口镇在所辖 6 个行政村全面建成生态美超市并对外

运营。

生态环境与发展质量是“水涨船高”的关系，一组数据

更为直观：去年全省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3 万亿元，单位

GDP 能耗下降 5.4%，PM2.5 年均浓度同比下降 12.5%，优

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4.3个百分点……从安徽去年交出的

“成绩单”看，经济运行与生态环境实现了“齐头并进”，可

谓是用“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

风从海上来，潮涌长三角。11月12日至13日，作为

第十二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的重要活动之一，来自长三

角三省一市的新闻媒体记者团走进安庆市太湖县进行集

中采访，采访团先后来到五千年文博园、安徽花亭潺水文

化园，观摩大型实景光影剧《天仙配新传》，感受可看、可

触、可感的沉浸式震撼体验，实地感受和体验太湖县丰富

的旅游资源、深厚的历史人文，宣传推介太湖县的文化旅

游新业态，更好地促进太湖县融入长三角文化和旅游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 □记者 张贤良/文 杨硕/图

《天仙配新传》：点亮安徽夜游经济
夜色中,在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十里画廊景区的“清明

上河图”全实景古街上,万家灯火如画卷一样徐徐展开，沿着

古街湖边的石板路,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演,观众沉浸在婉转

的唱腔、风声、脚步声、喃喃细语声中,仿佛穿越回千年之前,

过起了董永与七仙女“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的

神仙眷侣生活。《天仙配新传》突破性地将实景剧、音乐剧、光

影剧合而为一，广泛运用灯光、水效、全息、裸眼3D激光投

影、3D威亚、机械特效等国内顶级舞台技术，为观众献上集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为一体的多维沉浸式巅峰体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天仙配新传》是黄梅戏经典剧

目《天仙配》的新篇，由安徽出版集团联合国内顶级策划导

演团队匠心打造，全剧分为“思怀”“重逢”“天怒”“归乡”四

幕，跌宕起伏的剧情、经典《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曲调在四

幕中以不同方式呈现，让经典故事再获新生。作为国内首

创以经典黄梅戏为题材来源的实景光影剧，《天仙配新传》

来源于经典、突破于创新，于2019年10月1日在太湖县五

千年文博园十里画廊正式公演，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全国各

地游客的热捧和称赞，如今“一票难求”已成常态。

《天仙配新传》正逐渐成为太湖县的核心旅游产品，持

续点亮安徽夜游经济，成为安徽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五千年文博园：东方文明的艺术殿堂
文旅融合带来了更多动能，除了大型实景光影剧《天

仙配新传》以外，五千年文博园裸眼 5D 楼体激光秀《梦回

晋熙》，也在往日巍峨宁静的“状元楼”震撼登场，内容为

“戏·禅”，灵感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元素“戏曲、

禅宗”，并充分融入安庆当地特色地域文化，禅源太湖与戏

曲黄梅交相辉映，赋予游客视觉和听觉的双重震撼！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梦回晋熙》以五千年文博园内

的“状元楼”为巨幅投影幕，通过画面、颜色、光线变化赋予

这一太湖县“古老”而“现代”的建筑更多拓展、幻化的想像

空间。由此，随着史诗般的雄浑交响乐，展开一幕幕美轮

美奂的精美画面，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三维影像从天而降，

戏曲的人像与禅宗的标志从宏伟的楼体中“破墙而出”，虚

实难辨地扑面而来。伴随着成像在光影中自由穿梭，观影

者仿佛身临其境。

花亭潺水文化园：助力太湖县文旅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长三角新闻媒体采访团还走进了

位于太湖县晋熙镇的花亭潺水文化园，探寻花亭潺水背后

的故事。

据介绍，安徽花亭潺水文化园是一家从饮用水加工到

生态文化旅游、水文化博物馆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以向

消费者提供天然、健康、优质的好水和水文化科普为己任，

坚持水源地灌装，建有国内一流的花园式生产和体验园

区，拥有先进的瓶装水 24000 瓶/小时全套生产线和全自

动设备，确保花亭潺水天然水的纯天然、原生态、高品质，

可年产瓶装水600万箱以上。

近年来，太湖县全力打造花亭潺水文化园，一方面实

现了极为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天然水资源通过产业导入，变

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发挥消费扶贫对该县集体经济和贫

困人口增收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继而深入到花亭

潺水文化园周边及禅宗文化开发，打造文化旅游休闲胜

地，助力该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安徽：“芯屏器合”闯新路，绿色发展绘新卷

当下的安徽，风景如诗如画，发展如火如荼。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来，在历届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团结带领下，

安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真抓实干，实现了从“百废

待兴”到“百业兴旺”、从“传统农业大省”到“新兴工业大

省”、从“创新追赶”到“创新引领”的历史性变革。

□记者 吴承江 徐越蔷/文 高斌 张倩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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