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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产品辐射范围远至欧洲

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名苏滁现代产业

园，是中新两国、苏皖两省、苏滁两市共建的重点省际合

作园区，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2023年1~9月，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29.2%，居全市第一；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180.2%，居全市第一；实际利用外资8331万美元，占全市

一半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9.7%，居全市第一；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税占比73.9%，居全市第二。

1月8日下午，在安徽旭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N型

单晶硅超高效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的生产车间内，工人

在忙碌生产。据了解，该项目2023年在中新苏滁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落户，目前一期工程已投产，自动化生产线

开足马力，赶制国内外订单，产品辐射范围包括印度、土

耳其、欧洲等地区。

华瑞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半导体领域先行者

滁州华瑞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7月，公

司主要经营功率半导体芯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已建成

投产的6英寸晶圆厂占地100亩，此外，生产各类功率器

件晶圆，设计月产能10万片，现有设备已实现月产4万片

晶圆，未来一年将持续扩产。

“我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里工

作，工作后享受到了10万元的购房补贴。”华瑞微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法务张小洁说道，她表示，自己是通过学校了

解了当地人才政策，只要是在滁州市重点企业工作的本

科生都可以享受10万元购房补贴待遇。“滁州的产业链比

较健全，发展前途也很好，现在我有很多同学也来到了这

里，选择了与机遇同行。”

“这张卡在滁州本地使用非常便利。”华瑞微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高工高立华介绍着手中的一张黑色外观的卡

片，原来，这是滁州市为当地人才特地打造的一张“亭城

英才卡”，在交通、生活、旅游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优惠补

贴。“我用这个卡去一些公共停车场停车的话就可以享受

非常大的优惠和便利，折扣下来只要几分钱。”高立华说。

据了解，华瑞微团队成员主要来自于国际国内知名半

导体企业，具有丰富的功率器件研发和运营经验，目前公司

职工总数近4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比60%以上。

滁州高教科创城——滁州研究院：
绕滁八大产业需求推动发展

滁州高教科创城是宁滁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重要协

同发展板块，规划面积约105平方公里，按照“高教＋科

创＋产业”模式，主要面向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知

名企业合作，致力于构建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

“四链合一”新生态。

“安徽大学滁州研究院是滁州市政府和安徽大学合作

共建的一个研究院，也是安徽大学第一个异地办学的研究

院。”在滁州高教科创城的安徽大学滁州研究院内，研究院

副院长唐曦说，“我们的目标就是结合安徽大学学科和人才

的优势，围绕滁州市八大产业链的需求进行产业协同攻关、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以及未来的技术孵化和落地。”

“滁州市政府每年会给我们提供2000万的经费，除此

之外还有很多的政策支持，包括老师和学生能够购买配套

住房、专家公寓等，还可以申请滁州市满天星人才计划。”唐

曦说。目前，滁州高教科创城先后共建了安徽大学滁州

研究院、工大智谷(滁州)协同创新中心、滁州中关村发展

协同创新中心、长光(滁州)高端装备研究院、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5G人工智能研究院、南京工业大学(滁州)产业技

术研究院、安徽科技学院滁州研究院、长三角一体化滁州

低空经济产业研创基地、西安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滁州园等9个创新平台。

记者从合肥庐阳经开区管委会获悉，安徽老字号詹记总部和

食品产业园（以下简称詹记食品）正式建成，转入试产，预计今年3

月底正式投入生产运营。据了解，詹记食品产业园项目于2022年

9月正式开工，总投资3亿元，可实现年产值约7.5亿元，带动约600

人就业，实现税收约3000万元，是2022被列为安徽省“长三角”绿

色食品加工重点项目。项目建成正式投产后，可实现年产中式糕

点2万吨、中西式糕点1万吨，共计50余个品种3万吨食品，供应

满足500间詹记门店需求。 赵明 记者 祝亮

星报讯（记者 章沁园）“滴、滴、滴……”“快

递到了，拿快递了。”1月10日上午10点40分，长

丰县C163公交车由杨庙镇发车，开往长丰县马郢

社区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与平常不同的是，上

车的不止乘客，还有一件件快递。当班驾驶员汤

怀林充当起“快递员”，配合邮政工作人员装车、清

点、上锁，并于二十分钟后抵达马郢社区。

一直以来，消费品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

品上行“最初一公里”是不少农村物流最大的梗

阻。2023年，合肥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合肥市

邮政公司、各县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积极推动交

通运输与邮政快递行业融合发展，盘活场站、运

输、物流等资源，畅通农村物流配送渠道，推动实

现运力共享、农村物流效率提升。

快递进村“有车坐”

汤怀林是长丰县C163公交车的驾驶员，这条

线路方便了长丰县杨庙镇与马郢社区。当随车的

大大小小快递抵达马郢社区快递服务站点时，汤

师傅熟练地按起了喇叭，村级服务站点的工作人

员闻声赶来上车取件。

这辆公交车可与平常车辆不一样，后排座从安

全性、合规性、实用性等方面考虑，进行了精心改

造。车内后排座划定为邮件存放区，安上了封闭

门，专门存放快递，实现了“独立仓储、客货分离”。

合肥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客

货邮，即农村客运、货运物流、邮政快递的简称，推

进其融合发展有助于解决农村地区群众出行、货

运物流、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

消费品运出村、农产品运进城。2023年，该局

深入推进运输网络融合，按照“县-镇、县-村、镇-

镇、镇-村”几种模式，逐条线路梳理融合可行性，

以点定线，串线成网，公交企业为邮政公司代运邮

件，节省了邮政公司、快递企业邮件进村的配送成

本。目前，在合肥，像这样“定时、定频、定线、定

车、定点”的客货邮合作线路有59条，数量全省第

一，改造公交车60余辆，合作线路覆盖行政村108

个，每月代运进村邮件约4.5万件。

站点融合是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的关键之

一。合肥市县交通局、邮政管理部门、邮政公司、

公交企业通过联合指派专人参与，构建“一网多

用、一站多能、一站多效、深度融合”的客货邮发展

模式，逐步建成便利高效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切实惠及农村地区群众。

“客货邮”融合发展，让合肥市邮政公司相关

负责人感慨地说：“现在农村邮快件派送成本降低

5%以上，邮快件送达村户时间平均缩短0.5天，基

本实现由县城当日到家。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农产品进城更畅通

眼下，正是长丰草莓的上市季节，电商直播走

进草莓大棚，为草莓销售打开了新销路。长丰县

刚刚上线不久的农村客货邮融合线路开进草莓基

地，让草莓在大棚边就“坐”上公交车，解决物流不

畅、输运难的问题。

1月10日上午9点半，在田峰草莓中心，商家正

在为1月9日中国邮政“邮递长丰礼、莓好新年季”邮

政农品溯源直播活动订单备货，采摘、打包、发货等

一气呵成。很快，几十箱草莓被搬进长丰客货邮融

合公交车邮政快递区，它们将很快被送往全国各地。

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打通了农产品上行“最

初一公里”，增加了村民收入，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以合肥各县区为例，合肥市充分利用邮政县

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结合全市5处县级寄递物流共

配中心、1061个村级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发挥邮

政“四流合一”优势，解决融资难、销售难和物流难

“三难”问题，持续构建普惠金融、寄递物流、农村

电商、乡村文旅、农资农技“五位一体”服务乡村振

兴生态圈，服务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

在这基础上，“社区团购+邮乐小店+直播带货”模

式得以诞生，如长丰草莓、肥西老母鸡、庐江巴根草土

鸡蛋等合肥本地特色农产品借此延伸销售市场半径。

滁州：经济发展先行者

近10年GDP年均增幅全国第一

1月8日上午，滁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座谈会

在滁州市政府召开，会上对滁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作简要介绍。

记者从会上获悉，2022年以来，滁州经济运行

连续7个季度、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连续2个季

度全省第一。近10年GDP年均增幅居全国第一，

2022年增速居全省第一、长三角第二。预计2023

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800亿元、增长7%。

近年来，滁州市始终把“双招双引”作为经济工

作主战场，2023年，全市亿元以上项目新签约513

个、新开工510个、新竣工320个、新投产350个；

参加全省集中开工项目376个、总投资2870亿元。

记者 章沁园

合肥：“客货邮融合”跑出城乡物流加速度

安徽庐江：法企共建
打造“电网企业+司法”样板

为了推进涉电法律纠纷源头化解，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法治

化水平，近日，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与庐江县人民法院召开“法企

共建·推进涉电法律纠纷源头化解”座谈会暨签约、揭牌仪式。

活动中，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与庐江县人民法院实地走访了庐

城中心所营业厅和调控大厅，工作人员介绍了营业厅服务、电网运

行及迎峰度冬负荷等情况。座谈会中，该公司与县人民法院就近

几年涉电法律纠纷案件情形、法企共建机制运行及任务安排、诉源

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开展了深

入交流研讨。经过共同交流，双方在涉电案件诉前调解、法企共建共

创机制、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会后，双方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共同为“法企共建工作室”揭牌。

此次“法企共建”是推进涉电纠纷源头化解的有益实践，是建

立电网企业与司法机关深度合作长效机制的探索性尝试，有利于

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苗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