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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记者走进芜湖境内无

为市昆山镇三公山景区， 远远望

去， 层层叠叠的茶园从半山腰一

直延伸到云雾之间， 采茶人如点

点繁星，散布在山坡上。

“三公山是大别山余脉，主峰

海拔约 675 米。 ”昆山镇副镇长

方志告诉记者， 这里不仅有成片

的茶园， 每到春天还有野生杜鹃

花绽放。 杜鹃艳如朝霞、 色如烈

火，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登顶三公山可以东观长江， 这里

同时还是观赏江上日出的热门打

卡点。

三公山原本是荒山， 后来在

政策扶持下，村民积极种植白茶，

茶园面积逐年扩大， 群众收入也

逐年增多。

“我们这里的白茶口感好，

回味甘甜，氨基酸含量较高。 ”种

茶大户马启平告诉记者， 现在已

经进入白茶采摘季， 他家茶园请

了 500 名采茶工。

今年是马启平种植白茶的第

十二个年头， 他一直在探索先进

的种植技术。

“我邀请安徽农业大学专家来

指导茶叶种植，大大提升了茶叶品

质和产量，去年销售干茶 4000 多

公斤。 ”马启平告诉记者。

目前， 昆山镇茶园已发展到

12000 多亩， 培育茶叶企业 10

余家，全镇茶叶年产值超过 1500

万元。

近年来，昆山镇重点围绕“茶

+ 旅游”“茶 + 展示”“茶 + 品

茗”模式，打造白茶品牌，进一步

提升当地旅游热度。 该镇通过举

办茶叶采摘节、摄影展，策划“茶

仙子”代言以及打造茶叶市集等

多种方式，当地白茶“软实力”

不断提升。 如今， 白茶和杜鹃花

海、 江上日出已经成为昆山镇的

三大名片。

“我们想把昆山白茶采摘活

动作为品牌活动进行推广， 以茶

会友、以茶兴业，不断挖掘昆山的

旅游品牌优势， 通过举办相关文

旅活动继续扩大品牌影响力。”无

为市文旅体局副局长姚荣华告诉

记者。

“去年采茶节、赏花季来了大

批游客，带动我们这里的茶叶、土

特产销售， 这些活动提升了茶叶

知名度， 很多游客都成为了我家

的回头客呢。 ”马启平说，“今年，

我准备开设茶室， 欢迎更多游客

来欣赏三公山的迷人风光， 品尝

口感独特的昆山白茶。 ”

“昆山主打观光旅游，我们将

继续突出人景互动和游客 体

验。 ”方志说，“通过茶叶文旅

路线产品的开发， 不断推动昆

山白茶附加值和茶旅观光度假

休闲的融合，真正实现生态美、百

姓富。 ” 阮孟玥

�������古色古香的戏台，扮相靓

丽的演员， 婉转动听的戏曲

……近日，在宣城市绩溪县中

国徽菜（徽厨）博物馆，来自

五湖四海的游客们品徽菜、看

徽剧，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这次和家人来绩溪旅游，

除了一路好看的风景，还有品

不完的文化、尝不完的徽菜美

食，真是过瘾。”来自江苏的游

客李伟特意点了名菜“胡氏一

品锅”，一家人大快朵颐之后，

又忙着在博物馆拍照打卡，体

验徽文化的无穷魅力。

“我们在徽菜厨师之乡建

设徽菜（徽厨）博物馆，就是

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徽文化，

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中国徽

菜（徽厨）博物馆馆长陈亚告

诉记者，博物馆既是以展示徽

菜发展脉络与介绍徽菜文化

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是能品尝

美食、举办宴席的徽菜馆。

中国徽菜（徽厨）博物馆

由一片老厂房改造而成，走进

馆内，迎面就是一个仿制“一

品锅”造型的“天下第一锅”

展品。 顺着参观指示牌，通过

图片、视频、文字以及实物展

示，徽菜起源与发展、烹饪技

巧、食材、民俗“赛琼碗”等一

目了然。

尝美食还可品文化。 博物

馆内装修古朴，展陈区与就餐

区融为一体。 大厅里设置了一

处戏台，每天都会安排固定的

徽剧或黄梅戏曲目，客人还可

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预约、点

单。 绩溪县婚姻登记户外颁证

基地也设在大厅内，里面布置

了中国传统婚服、轿子，还介

绍了当地各类宴席知识。 新人

可以沉浸式体验传统，让领证

更有仪式感。 自投入使用以

来， 已经有 16 对新人在此领

取结婚证。

“我们有一半的客人都是

外地游客，其中以长三角地区

为主。”陈亚说，每到周末和假

期，外地游客纷至沓来，他们

最喜欢的是“一品锅”、毛豆

腐、臭鳜鱼等特色徽菜。

绩溪县是徽文化的核心

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

中国徽菜之乡、 中国厨师之

乡，徽菜已成为当地一张亮丽

的旅游名片。 截至目前，该县

拥有徽菜馆 720 多家、徽味小

吃店 150 多家，全县徽菜全产

业链总产值超过 23 亿元。

据悉，绩溪县推出多条徽

菜美食旅游精品线路，评选出

“十佳绩溪徽菜馆”“十佳网

红打卡店”， 注册绩溪徽菜区

域公共品牌“绩品”，建设中

国徽菜（徽厨）博物馆等特色

美食旅游基地， 进一步打响

“名人名村名城， 美食美景美

文”的文旅品牌。

张敬波

滁州建设“千兆城市”，深化数字赋能应用———

激活“数动力” 制造迈向“智造”

�������“工业大脑”屏幕上清晰呈现

工厂生产实时数据，智能工厂车间

的工业机器精准运送液晶面板，搭

载机器视觉系统的智能机器人和

自动化设备成为生产线的 “主

角”，曾经的“哑设备”变得“耳聪

目明”……日前，记者走进位于滁

州经开区的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

司，“科技感”扑面而来。

工业互联数据驾驶舱、设备全

生命周期管理、5G 精准配送、智能

在线检测、能耗数据监测、数字孪

生工厂等一系列数字化场景的构

建，使得安徽康佳的智造核心竞争

力加速迸发，引领着行业向更高水

平迈进。

“对于家电制造业来说，要想

不被淘汰，就必须改变过去的制造

管理能力，打破生产设备、生产环

节数据间的信息孤岛。 ”安徽康佳

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可青对

记者说，从“制造”走向“智造”，

依靠的是工业互联网。

作为滁州智能家电产业的龙

头企业，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以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大胆实施

了“机器换人、软件换人、数据换

人”工程，通过引入工业机器人、人

工智能技术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打

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

点，实现了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和

自动化升级，核心工序全部机器替

代，设备联网率超过 80%。

得益于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康

佳公司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

现了无缝对接和高效协同，生产效

率提高了 50%，工厂整体运营效率

得到有效提升。

康佳公司生产场景的变化，彰

显的是滁州市创优数字经济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力量。 近年

来，该市以“数字滁州”建设为引

领，以数据统起来、用起来、活起来

为抓手， 不断夯实数字基础能力，

深化数字赋能应用，充分发挥数据

要素价值，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

展。该市已投资 2300 万元，建成投

产中国电信滁州智算中心，算力规

模达到 140P。 今年全年预计投资

8000 万元， 算力规模可达 400P，

赋能滁州市智能家电、汽车及装备

制造等产业发展。

滁州市获评 “千兆城市”称

号，推进骨干网络 IPv6 升级改造，

累计建成并开通 5G 基站 8292

个， 重点场所 5G 网络通达率

100%。 据了解，千兆网络以 5G、千

兆光网为代表，能向单个用户提供

固定和移动网络的千兆级接入能

力，具有超大带宽、超低时延、先进

可靠等特征。 截至今年 3 月，滁州

市建成工业互联网平台 6 个，其中

省重点区域型工业互联网平台 2

个、企业级平台 4 个。 同时，在车联

网、教育、医疗、政务等行业领域打

造 40 多个 5G 创新应用场景。 其

中， 滁州惠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惠科基于 AI 智能检测修补系统

的质量管理解决方案”， 获批工业

互联网平台 + 质量管理试点示范，

全柴动力获批工信部工业互联网

平台创新领航应用案例和省工业

互联网场景。 目前，该市已累计推

广应用工业机器人超 4500 台，培

育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108 个，建

成了一批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

间， 约 2000 家企业接入工业互联

网平台。

滁州市搭建全市统一的数据

中台， 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汇

聚治理数据 256 亿条，赋能数字金

融服务，支持商业银行利用政务数

据搭建贷款模型，为中小微企业发

放贷款超 22.2 亿元。 同时，建设惠

企政策数据库，推动政策与企业精

准匹配， 实现政策红利应享尽享、

能享快享、免申即享，兑付奖补资

金 5.28 亿元、惠及企业 1568 家。

该市还用好城市大脑数字底

座， 整合视频监控资源 10.5 万路，

开发上线 54 种 AI 场景算法模型

和 74 种地理信息资源服务， 并打

造社会治理新形态，探索“网格化

+ 数字化”治理模式，建成市县一

体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米”。 罗宝 喻松

� �中新苏滁现代产业园达亮电子封装检测车间，全自动机

器正在对 LED 产品进行检测封装。 李博 计成军 / 摄

品着徽菜听春曲

以茶会友 以茶兴业

� 创新“徽”味。 程兆 / 摄

云雾茶山 绿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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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旬，芜湖市繁昌区孙村

镇梅冲村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茶

山云雾缭绕，宛如仙境。 该区依托

当地生态自然优势，大力发展生态

白茶产业，助力企业赢利、集体公

司壮大、茶农增收“三赢”，实现农

民增收、企业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帮助村民依靠生态谋发展将青山

变“金山”。

鲁君元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