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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遇与新挑战
一幢幢厂房拔地而起，建筑工人紧张忙碌着施

工，长丰下塘工业园内生机勃勃。

长丰下塘以打造合肥“新型工业化主战场，产

城融合新典范”为目标，重点打造新型显示和集成

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家居、新材料和涉铝深加

工四大特色产业，偏光片、双杰电气、方大炭素……

好项目纷至沓来。

下塘工业园只是长丰县工业建设的一个缩影，

长丰县正大踏步地走在高质量发展的朝阳大道上。

随着合肥朝着国家中心城市发展，合肥都市圈的

城市首位度不断提升，长丰面临城镇化全面融入合

肥都市圈的新机遇，将放大同城效应，全面融入长三

角，在“十四五”期间，长丰将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三

城优势互补、产城深度融合、城乡一体发展的新格局。

“长丰不仅要一点亮，更要全局红。”长丰县委

书记李命山说。

“破局”整合 形成“一盘棋”
在长丰县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长丰县委提出提

升园区承载、打破空间束缚、优化功能布局，建设

“一区六园”经济发展主战场，全面做强共富长丰。

“一区六园”指的是长丰县双凤经济开发区和岗

集、下塘、吴山、杨庙、双墩、杨庙镇内六个工业园。

长丰县委县政府制定《“一区六园”管理体制改

革意见》，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招商、统一

运营”的原则，对分散重复设置、职责交叉重叠的开

发区管理机构进行整合，以体制机制、产业布局、投

入产出、招商引资、资源要素、营商服务等方面形成

县域发展“一盘棋”，让“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资本金

融”“三箭齐发”，实现“一区六园”GDP过千亿元。此

外，鼓励发展水平高的开发区开展跨区域托管,充分

发挥高质量发展的开发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部长制”推进资源合理配置布局
体制改革，首先是组织机制改革。

六个产业园事业部实行部长负责制，部长受指

挥部办公室直接领导，通过扁平化管理机制，提高

管理效率。事业部根据需要设1～2名副部长，成员

5～10名，具体由长丰（双凤）经开区和属地政府中

熟悉经济管理、规划建设、招商引资、落地服务等工

作的人员组成。

各产业园事业部专职负责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经济运行服务工作。指挥

部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可成立工作专班，开展专项

工作。由指挥部办公室统一规划发展、统一产业布

局、统一项目建设、统一招商政策、统一运营管理。

“将各工业园统筹为整体协调发展，集聚全县

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布局。”长丰县委常委、双凤经开

区党工委第一书记刘爽告诉记者。

双凤“领头雁”：“一点红”带动“全局亮”
近年来，长丰（双凤）经开区的发展举世瞩目，

园区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稳居安徽省开发区

综合实力第一方阵，进入国家级经开区培育期，跻

身“准国家级”行列，并连续三年在安徽省进入国家

级经开区培育期的省级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

评价中排名第一。

长丰（双凤）经开区是长丰的“一点红”，如何带

动“全局亮”？

长丰县认为，通过“一区六园”的体制改革，突破

发展空间和体制瓶颈，引导各产业园区围绕主导产

业，以长丰（双凤）经开区带动推进双墩北城服务

产业、岗集汽车零部件和现代物流、下塘智能制造、

吴山装配式建筑、杨庙食品加工、水湖产教融合等产

业集聚式发展，打造“产业地标”。同时，把双凤经开

区的体制机制、人才等优势辐射到其他园区，实现

以双凤主园区带动各镇产业园区联动发展新格局。

“臭水河”转变生态湿地公园
在肥西县潭冲河生态湿地公园，记者看到，

水清岸绿，生机勃发，岸边的湿地公园仿古小

亭、健身步道、公园广场等成为居民晨练游览的

好去处。

据介绍，肥西县委、县政府着力打造“四水环

绕”“宜商宜居”的生态综合“公园城”，五年来，新

增造林面积7.8万亩，新增湿地面积3500亩，建城

区新增园林绿化面积1千多公顷，建城区绿地率

43.2%，绿化覆盖率达44.2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34平方米，2018年荣获“国家园林县城”荣誉称

号。通过公园、湿地群的建设，实现岸绿、水清、环

境美，打造宜居宜业新城区。

打造绿色GDP近郊小城镇
为了进一步改善巢湖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加

快建设绿色发展美丽巢湖，合肥市对巢湖流域实

施全流域生态补偿，位于巢湖西畔的肥西县严店

乡，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为了彻底治理好巢湖

水，2017年，严店乡率先打响了退居、退渔、退养

“三退”战役。

严店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个五年，严

店乡将发挥独特的“水陆空皆备”区位优势，把

巢湖作为当地最宝贵、最具优势的资源，打造

绿色GDP，力争打造一个巢湖沿岸具有生机活

力的近郊小城镇，成为巢湖亮丽名片的有机组

成部分。

江淮分水岭上的“绿色银行”
近年来，肥西县官亭镇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引领下，以生态旅游业为切入点，

通过发掘乡村旅游资源、完善基础配套设施、深化

林长制改革、建立运营管理机制等一系列措施，推

进农业、交通运输、旅游、商业餐饮服务等产业深

度融合，建成占地6万多亩、合肥市郊最大的人造

观赏林和天然氧吧——官亭林海，被誉为“皖中绿

肺”、江淮分水岭上的“绿色银行”，成为安徽省首

个国家生态公园、国家4A级景区。

官亭镇党委书记王书国表示，下一步，官亭镇

将围绕实现“全域旅游”目标，实施文旅融合带动、

文体康养推动、乡村旅游拉动和特色产品增收等

措施，推动特色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让官亭林海这

个江淮分水岭上的“绿色银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肥东县开展“清风行动”
“硬核”优化营商环境

星报讯（彭红玲 记者 赵汗青） 近日，肥

东县出台《肥东县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

治理“清风行动”实施方案》，并召开专项治理活

动动员部署会议，拉开了肥东县着力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大幕。

进入“十四五”，肥东县提出“加快建设千亿

县，挺进全国五十强”的宏伟奋斗目标。肥东围

绕“芯屏汽合”延链补链强链，加速构筑“新光大

道”现代产业基地。

改革需要有效监督。肥东县充分发挥纪检

监察机关“监督的再监督”的职能，从9月起至

2022年2月下旬，在全县集中开展为期六个月

的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治理“清风行动”，着力解

决影响营商环境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重拳

治理工程建设、国资管理、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存

在的问题，增强全方位推进项目落地和政策落

实，实现政务服务更加便捷高效、营商环境持续

深入优化，经济发展氛围更加浓厚。

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强化线索处置，对涉及

工程建设、国资管理、招投标等方面的信访举报

和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对涉及破坏营商环

境、损害企业合法利益等问题的举报做到优先

受理、优先处置、挂牌督办、限期办结。

强化监督检查，督促整改，组织开展案件查

办、专项督查，采取“四不两直”、模拟办事等方

式，瞄准部门系统、基层单位损害营商环境的

“中梗阻”“末梢梗阻”，严肃查处监管执法过程

中不规范、不严格、不公正等问题。

开展走访座谈，强化联系沟通。选取部分

重点企业或项目，建立联系沟通机制，采取实

地走访、发放调研问卷等形式，及时收集企业

发展和项目推进、招投标等遇到的问题和意见

建议，认真查摆自纠、找准突出问题，明确整顿

重点、深入集中整治，保障企业合法的人身和

财产权益。

而这正是肥东县优化营商环境的内生动

力。动力强劲了，“双招双引”的底气才能更足，

肥东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和后劲方能节节

攀升，撑杆一跃千亿县。

严店乡蓝藻打捞队正在作业

肥西：打造全省县域经济“绿色发展”排头兵

近年来，肥西县规上工业产值在安徽省率先突破千亿，出台产业扶
持政策“黄金100条”，超10亿政策大礼包，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县
域经济总量突破800亿大关，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百强第48位。9月9
日，合肥市“五年看点”活动走进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肥西
县。肥西县委书记、县长陈伟介绍说:“肥西县充分发挥苗木大县优
势，不断扩大城乡绿色空间，建成区人均公共绿地达12.34平方米，
广大群众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见园。高质量推进巢湖综合治理和
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入湖河流稳定达标，助力打造巢湖这张合
肥最好名片。” ■ 记者 秦缘 文/图

收“五指”聚优势 按下发展“加速键”

长丰“一区六园”改革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长丰县对“一区六园”分散重复

设置、职责交叉重叠的开发区管理机构进行整合，以体制机制、产

业布局、投入产出、招商引资、资源要素、营商服务等方面形成县

域发展“一盘棋”，按下高质量发展“加速键”。

■ 记者 赵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