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44 ■ 2023年 12月18日（星期一）

■ Monday, December 18, 2023Lt:Win

魅力安徽

主办：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安徽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

承办：安徽商报 网址：www.wehefei.com

联系电话：0086-551-65179656

主编 陈 亮

编辑 杨 静

版式 陈 靖

校对 高孝勤

【第30期】

�������冬日，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新塘村，岱湖滩上的渔光互补光伏电站电池板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近年

来，繁昌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大力发展光伏发电等绿色清洁能源，在岱湖滩打造

水上发电、水下养鱼的立体化渔光互补发电模式，在助力节能减排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生态双丰收。 肖本祥 / 摄

宣城：锚定新能源

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

�������日前，位于宣城市宁国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特思通（中国）管路技

术有限公司， 工厂生产线上挤出、

硫化、 管路组装等流程分工有序。

这是中鼎集团 2017 年收购德国特

思通后， 于 2020 年反向投资宁国

的企业。

“现在我们是全员在岗满负荷

生产，公司订单排到了年底。反向投

资后， 我们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

理念，进一步提升了自主研发水平，

帮助更好地参与国内与国际新能源

汽车市场。 ”特思通（中国）管路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海波介绍，企

业由原先只生产汽车管路零部件向

热管理系统管路总成迈进， 去年企

业的销售额达到 5.3 亿元。

近年来， 中鼎集团累计引进外

资 1.2 亿美元， 推动高端要素的反

向投资和主要产品的产业链整合，

发展成为拥有 30 余家下属企业、

10 余家海外企业的大型现代化跨

国公司。

宣城工业的蓬勃兴盛， 一直伴

随着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起步、发展、

壮大。 自上世纪 80 年代发展至今，

宣城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已成长为宣

城工业体系中最大的支柱产业。 宣

城市成为安徽省三大汽车零部件生

产基地之一。

“十四五”以来，宣城市汽车零

部件产业链产值年均增长 30%以

上。 该市现有汽车零部件企业超过

600 家， 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超过

300 家。 2022 年，全市汽车零部件

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600 亿元。

围绕“零部件—核心件—总成

件”的发展思路，宣城市锚定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产业相关头部企业，

精准组织招商活动。 汽车零部件产

业被确定为宣城市两个主导产业之

一，产业链链长由市长担任。

2022 年，宣城市签约亿元以上

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项目 137 个，开

工亿元以上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项目

102 个。 成功签约中鼎 - 亚德林智

能压铸低碳循环产业园、 吉利磷

酸铁锂电池生产线和中鼎智能底

盘系统制造基地等 50 亿元以上

汽车零部件重大项目。 2023 年上

半年， 共签约亿元以上汽车零部件

产业链项目 49 个， 协议投资额达

166.3 亿元。 罗鑫

�������一蓑烟雨梦徽州，青砖黛瓦马头

墙。走进徽州，俯拾皆是美景，徽派建

筑则是秀美山水间最灵动的一笔。

尽管已经入冬，皖南古村落却

依然保留着斑斓的秋色。记者日前

来到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阳镇关

麓村，粉墙黛瓦的层楼叠院、错落

有致的马头墙、巧夺天工的徽州三

雕在秋日的暖阳下相映成趣。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关麓村

是皖南古村落的典型代表。在鳞次

栉比的建筑群中，八幢如迷宫般的

徽派古民居群———“关麓八大家”

尤为突出。“关麓八大家”是少见

的联体徽派古民居群，建于清朝中

期，曾是一户汪姓徽商八兄弟的住

宅。民居由“吾爱吾庐”“春满庭”

等 20 幢建筑相连而成，数百年来

一直为村中后人居住，保留着徽州

古民居原生态的烟火气。

“八大家”并不仅仅是“八大

间”房屋，外人入宅宛如进入迷宫。

记者看见，每一“家”为一个单元，

各有风格不一的天井、厅堂、庭院等

自成一体，“家”与“家”之间又通

过内门连接形成整体， 即便是在

“家”中长大的人也很少了解其全

部结构，独特的建筑结构吸引了不

少建筑专家和游客前来一探究竟。

对于这样的设计意图也是众

说纷纭。黟县世界文化遗产事务中

心四级调研员金忠民认为，中国民

居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徽商讲

究聚族而居，“关麓八大家” 的建

筑布局实际上是徽文化中团结互

助、和睦相处的家族文化和治理观

念的体现。

民居内部的细节陈设更处处

体现徽派建筑元素的精妙。“春满

庭”是“八大家”中较早建成的一

幢四合屋型建筑，青砖门罩、石雕

漏窗、 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一

体，山水花鸟、飞禽走兽等纹饰图

案各选其美，有的工写兼得，有的

灵活有趣。 而天花、窗裙、窗扇、内

壁上的彩绘壁画，则以流畅的线条

和多彩的染料， 描绘出 “三娘教

子”“郭子仪拜寿” 等历史典故，

这在民居中并不常见。

金忠民介绍，这些具有徽派风

格的木雕、石雕、砖雕被称为徽州

三雕，是徽派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

元素之一，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工匠

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物、景、事加

以创作，传递着徽州人的文化观和

审美喜好。

楹联是徽州家风文化的一种

体现。 “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

无限天机”“书诗经世文章， 孝悌

传为报本”……走进“八大家”中

的一户，厅堂两侧均悬挂着木制或

竹制的楹联，或言读书、或言农耕、

或言修德、或言齐家，蕴含着为人

处世、教化育人、立志言身的传统

思想文化。居住于此的汪氏后人汪

永芳说，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家

训，也是家中每一代人都要遵从的

做人做事之理。

“徽派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重

要的流派之一，其一砖一瓦、一桥

一亭，无不显示着徽州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人文思想向建筑的渗透，是

珍贵的文化遗产。 ” 金忠民这样

说。2008 年，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

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明堂廊道、花窗园林、刻着木

雕的窗棂楹柱、木质榫卯结构……

古老的徽州元素在民宿里随处可

见。在修缮中用老材料、留原风貌、

能保则保、修旧如旧，是主理人黄

智勇坚持的准则。 在他看来，这些

是徽派建筑的灵魂，是传承徽文化

的特有载体，不可复制。 “我一直

很喜欢徽派建筑的古朴静谧，住在

这里既有诗意， 又能感受烟火

气。 ”来自广东的游客张女士已是

第二次带着家人来到黄山。

目前，黄山全市共有 310 处国

家级传统村落、653 处文物保护单

位、8032处不可移动文物、4072处

历史建筑，当地政府正在多措并举

对古村落和古建筑加以保护利用。

“古民居和新民宿互相成就， 活化

利用好徽派建筑本身的文化价值

和传承价值，赋予文化遗产新的生

命力，是留住一个地方历史文脉的

最好方式。 ”黄智勇说。 刘美子

“腾笼换鸟”促“产业突围”，马鞍山经开区———

让安徽造高端装备“卖全球”

行走徽州：千年古建烟雨梦

在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汉马科技新能源重卡装配车间，平

均每 8 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重卡

整车下线。 记者近日在这里采访看

到，车间内工人们正熟练地组装部

件、调试车辆，一辆辆新能源重卡

也从马鞍山经开区驶向世界各地。

加快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打造产业

强的“白菜心”，马鞍山经开区抢

抓机遇、加快布局，以“腾笼换鸟”

促“产业突围”，推动高端装备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让安徽造高端装

备“卖向全球”。

腾笼换鸟

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

“今年 1 月，我们一期租赁

约 2.5 万平方米的厂房进场施

工，仅用了 150 天，就实现了新能

源三合一产品下线。 ”马鞍山经

开区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行政

办公室主任熊俊介绍， 作为新落

户马鞍山经开区的企业， 他们刚

来就感受到了马鞍山经开区为企

服务的“速度”。

近年来，马鞍山经开区通过多

种途径将低效土地资源腾挪出来，

盘活土地资源，实现“腾笼换鸟”。

蓝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便在马鞍

山经开区 “腾” 出的 110 亩土地

中， 新建厂房和研发楼等建筑 6.2

万平方米，进一步扩大产能。 据介

绍，二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厂房封

顶，明年一季度进行试生产。

马鞍山经开区以 “亩均论英

雄”改革为抓手，持续加强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厂房配套、要素保障，

实施扩规增效项目，培育“亩均英

雄”。 2022 年度，马鞍山经开区共

纳入亩均效益评价的工业企业

303 户，亩均税收为 26.87 万元，增

长 37.3%；规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

为 28.93 万元，增长 33.9%。

马鞍山经开区聚焦千亿级园

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

挥亩均效益评价正向激励和反向

倒逼作用，结合实际，制定支持提

升智能制造水平、 创新平台建设、

绿色发展等相关政策，推进传统产

业技改升级、 新兴产业加快培育、

优质企业做优做大、潜力企业提档

升级，不断推动制造业向高附加值

领域延伸升级。

凤凰涅槃

皖产高端装备“闯世界”

日发纺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里的工人在赶制出口到中

亚的一批高端纺织机械， 方圆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检验即将

出口的高端装备回转支承， 华孚精

密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正在调运

出口美国等地的精密加工件……一

件件高端装备正蓄势待发， 准备从

马鞍山经开区运往世界各地。

近年来，马鞍山经开区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筑好营商环境“巢”，

聚力招大引强，引来高端装备制造

企业“金凤凰”。 目前，全区拥有装

备制造规上企业 90 家，2022 年度

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279 亿元，占规

上工业总产值比重的 55.67%。 同

时， 马鞍山经开区积极支持企业

“出海”，支持高端装备制造“闯世

界”，全年出口金额约 5.8 亿美元，

其中装备制造业出口占 80%。

位于马鞍山经开区的安徽科

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

加紧生产，将“马鞍山制造”销往

世界各地。 科达机电是一家专业提

供蒸压加气混凝土整线系统解决

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科

达机电不断拓展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业务，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亚、

欧洲及美洲等市场，出口额占比近

50%。 今年 5 月，科达机电积极开

拓中亚市场，在该地区新签约项目

3 个，预计全年出口中亚产品金额

将超 1000 万美元。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打造

新兴产业聚集地，安徽省正加快培

育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等十大新兴产业。“经过

28 年的发展， 马鞍山经开区已形

成装备制造、绿色食品、能源电子

三大主导产业，拥有规上工业企业

181 家。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党工委副书记陶猛说：“我们要把

经开区放在全省发展大格局中寻

找定位，放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找准

标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完

善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功能，加快

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努力在今年

年底实现总产值超千亿！ ”

陈亮 张永 刘静文

光伏电站

助力绿色发展

黄山市黟县宏村 许家栋 朱正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