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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数字赋能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三月风光美，“桃”醉上

春山。 正是江淮分水岭上的

桃林在一年中最美的时节，

连日的好天气， 让前几日还

羞涩含苞的桃花纷纷绽开了

笑颜。 日前，六安市第十六届

桃花节绚烂开幕。

在六安市金安区张店镇

金冲桃花园， 桃花林环抱的

舞台周围， 一早就围上了期

待满满的群众。 清新欢快的

舞蹈《上春山》、优美隽永的

情景朗诵 《桃花源记》……

桃花园中精彩的节目和绽放

的桃花，令人沉醉。

今年的桃花节上， 令大

家流连忘返的远不止美景和

节目。 “国风雅集·满园

NPC”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传

统古风的美和乐；“春恋桃

花·行桃花运” 以桃花节为

媒， 为单身男女搭建了沟通

交友平台；“非遗市集·趣味

互动”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

遗的魅力；“春日浪漫·桃园

婚纱秀” 为游客带来一场浪

漫唯美的视觉盛宴。

“主办方组织了很多同

龄人， 让我们在桃花园中相

识， 很期待能在这美景中找

到情投意合的她。 ”参加“春

恋桃花” 活动的一位小伙子

红着脸说。

六安市第十六届桃花节

裕安区狮子岗乡新华村桃花

仙谷会场，人头攒动。 在这里

开展的 “桃花愿·以爱为名，

为一棵树找一个温暖的家”

助农志愿服务活动， 吸引了

大量游客参与。 大家或以家

庭为单位、 或以个人名义认

领一棵棵桃树， 用实际行动

帮助桃农。

“我们家认领了一棵蟠

桃树， 以后有机会我会带孩

子来参与施肥、除草、采摘。

能让孩子感受农民劳作的不

易，我觉得很有意义。 ”六安

市民耿丽丽说。

美景不仅属于老区群

众， 也属于每一位来六安的

朋友。 桃花节上，合肥市庐江

县、 瑶海区与六安市金安区

共同发布了 “合六同城”客

源地宣言； 上海市松江区文

旅局、 合肥市包河区文旅局

与六安市裕安区文旅局进行

对口合作签约。

桃产业是六安农业的一

张亮眼名片， 桃花节也成为

六安促进文化旅游交流、助

推桃产业发展、 增加群众收

入的重要一环。 以花为媒、

以节会友，六安市将借助大

别山区丰富的旅游资源，瞄

准合六同城化、长三角一体

化，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产

品， 让春日美景为乡村振兴

助力。

袁野 卫鑫

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

时代要求， 营商环境建设需

要从线下转到线上， 即构建

和优化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平

竞争营商环境。 马鞍山市在

安徽省率先开展 “企声响

应”专项行动，创新“采石会

客厅”企业服务集成改革、升

级企业服务中心功能、 推进

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

即享”等措施，全力为企业办

实事、解难题，不断提升企业

满意度、获得感。

政策服务“一键直达”。

建设马鞍山市企业服务中心

惠企通平台， 目前平台已注

册企业 3591 家，实现 249 项

政策、494 个政策颗粒兑现事

项全程网上办理。 在传统线

下模式下， 企业从查询政策

到研究办理要花费不少时

间， 马鞍山市立足 “简洁易

懂、方便实用”，通过惠企政

策“算法化”为企业精准生

成 “画像”， 实现惠企政策

“个性化定制推送”，变“企

业找政策” 为 “政策找企

业”。 越往深处走，越需要技

术的加持， 打造一套高效便

捷、智能智慧的服务体系，这

是马鞍山市优化营商环境的

亮点之一。

对 接 服 务 “一 网 整

合”。 马鞍山市惠企通服务

平台进一步完善功能，在

“供需大厅”为企业提供涉

及“三首”产品、新产品等供

需发布和就近对接的全流程

服务基础上， 与马鞍山市场

景创新中心融合， 发布场景

机会清单、企业能力清单，以

场景创新促产业发展， 助力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

该平台已发布 425 个供需项

目， 对接成功 246 个； 发布

场景创新能力及机会“两张

清单”91 条。 借助惠企通服

务平台“供需大厅”板块，安

徽省飞龙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发布的对接本地客户、开拓

国内市场的需求得到了有

效反馈。

诉求服务“一企一策”。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线上

经济活动不断增多， 商业模

式不断创新和增强， 线上营

商环境也随之形成。 解“企”

所“忧”，马鞍山市创新开展

“企声响应”专项行动，惠企

通服务平台设置 “诉求反

馈”板块，并链接至省政府创

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平台，

为多渠道收集、 高效率回应

企业诉求打通路径。

邬刚 水清

江淮运河好风光

日前， 江淮运河肥西段， 两岸油菜花迎来最佳观赏

期。 金灿灿的油菜花铺满大地，从空中俯瞰，美不胜收。

程兆 / 摄

宿州，加速跑！

六安市第十六届桃花节绚烂开幕———

灼灼其华 不止赏花

在宿州一家公司内，员工在进行

生产研发（资料图片）

黄淮海（宿州）智慧物流产业园

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集光伏发电场

这里， 是舟车会聚、 九州通衢之

地，是“扼汴水咽喉、当南北要冲”的

重镇；这里，让白居易留下“离离原上

草，一岁一枯荣”的名篇，让苏轼发出

“此去淮南第一州”的赞叹；这里，是

“果海粮仓”，是著名粮食产区、连片

水果产区和华东地区“菜篮子”，砀山

酥梨、灵璧奇石、符离集烧鸡、泗县粉

丝、萧县葡萄、夹沟香稻米等地方名片

久负盛名。

这里是宿州。 如今，宿州正积极推

进汽车零部件、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

算力、 现代农业、 生物医药等产业发

展。 宿州，正在加速，努力寻找和打造

新的名片。

寻找崭新名片

110 多年前，京沪铁路的前身———

津浦铁路在符离集设站， 也把符离集

烧鸡推上了“四大名鸡”的位置。 作为

曾经的宿州名片，符离集烧鸡总能在

绿皮车的车厢里引得旅客眼馋。

当轮换了“贫困帽”“文明帽”这

“两顶帽子”， 推动了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两只轮子”，融入了长三角

一体化、淮海经济区“两个圈子”，什

么会成为宿州的下一张名片？

是建成淮海智算、算力互联、汴水

之畔三大算力中心，异军突起的“中国

云都”？ 是呈现广州、 温州、 泉州鞋业

“三州归宿”局面，渐成规模的“中部鞋

都”？ 还是正在打造的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汽车零部件、预制菜、光伏能源基地？

如今的宿州，铁路、公路、水路、航

空立体综合交通网四通八达， 背倚中

原、北向京津冀、南融合肥都市圈、东接

长三角，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区位”优

势在信息时代成为“网络区位”优势。

“距离‘东数’的传输距离更近，能

源等要素保障能力更强。 ”宿州华瑞网

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技术支持中心副

部长朱奎元说， 宿州发展云计算产业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能够更好满足

长三角产业发展和商业运营中对算力

更快、更强、更有性价比的多重需求。

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云计算数据中

心、 中国量子通信五大节点城市、“宽

带中国”示范城市……“中国云都”的

打造，是宿州培育引进新兴产业、寻找

城市新名片的缩影。

借助地处中国长三角、浙东、河南

洛阳、 鲁西冀四大轴承基地地理中心

的区位优势，曾以灵璧奇石闻名的灵

璧县， 正加快打造高端轴承产业集

群，探索将轴承产业作为县域发展的

新名片。

寻找新名片的过程中，宿州加速发

展的姿态正在徐徐展现。“十三五”以

来，宿州 GDP 年均增长 7.4%，总量突

破 2200 亿元， 位列近十年中国 GDP

排名上升最快的 50个城市之一。

2023 年，宿州战略性新兴产值增

长 21%； 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

设，集聚企业 132 家；独立建成安徽省

首个直通上海双路由架构网络， 智能

算力规模达 1159.7P，入选安徽省三大

智算中心城市……宿州市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2024 年宿州将深度融圈进

群，发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北桥头

堡”优势。

擦亮大地名片

地处淮北平原、沃野延绵千里，广

袤大地给予了宿州宝贵的财富， 赋予

了宿州特殊的风骨， 作为主要农业主

产区、粮食调出地，“中原粮仓”也是

宿州最深沉的城市名片之一。

尽管土地资源丰富，但曾经的宿州

不得不面对传统产业链短、 工业底子

薄、科技附加值低的短板。 这倒逼宿州

改革创新、转型升级，释放土地活力。

走进宿州中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的智能温控菇房， 一朵朵双孢菇在营

养丰富的基料滋养下茁壮成长， 采摘

后将直奔长三角各大城市餐桌。 公司

负责人石亚煜介绍， 这里种植的食用

菌每天出菇量达到 60 吨左右，不仅可

以“吃”掉当地 6 万吨秸秆，效益比传

统种植技术翻了 17 倍，还推进乡村振

兴探索出一条“秸秆综合利用 + 食用

菌种植 + 有机肥生产”的绿色循环产

业发展之路。

在安徽东方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超低温速冻和超真空脱水的工艺

和设备可以把 100 克新鲜草莓制成

10 克冻干草莓。“宿州农产品资源丰

富，通过科技和工业赋能，农产品加

工不再是粮去壳、菜去帮、果去皮、禽

变肉，而是成为消费者喜爱的高端绿

色食品。 ”公司负责人牛凯说，东方果

园已建成 3 个智能化数字工厂，拥有

5 个标准化生产车间， 年销售额近 4

亿元。

宿州的“大地名片”，正在不断增

添科技、绿色等元素，闪耀着新的成色。

守护历史名片

宿州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 南有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涉故台， 北有

刘邦躲避秦兵的皇藏峪， 东有楚汉决

战的垓下古战场和虞姬墓， 西有李白

饮酒赋诗的宴嬉台。

唐中后期至北宋时期， 由于在运

河漕运中的重要地位， 宿州得到了快

速发展，白居易、皮日休、苏轼等文人

墨客都曾乘着运河之船来此， 留下千

古名篇。 如今，宿州市博物馆“汴水咽

喉”展厅里的船板、陶器、瓷器、古钱币

等运河文物，诉说着昔日“桨声灯影，

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

城市风貌是城市的外在形象，也

反映着城市历史、 文化和社会特征的

内在精神。 曾几何时，水患灾害频发、

经济发展滞后，以及老城脏乱差、发展

环境不优、基础设施不配套等，是宿州

城市建设的短板。

如今的运河古城宿州， 城市建设

日新月异，街道宽敞整洁，处处绿树成

荫，拥有“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等多个亮丽名片。

城市风貌改善了，生活质量、营商

环境的“里子”也在提升。 宿州全面提

档升级政务、法治、市场、要素“四大环

境”。 2023 年，宿州市依托“宿事速

办”12345 热线平台等载体，助力涉企

诉求办结率达到 99.3% 、 满意度

99.63%。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宿州，正在

动态、 升维承接长三角地区优质要素

溢出和产业转移，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未来能否传

承古韵今风，再现商贾云集繁华景，拭

目以待。 周畅 马姝瑞 / 文

李博 程兆 苗地 苏洋 / 摄

宿州新汴河夜景

宿州北高速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