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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大别山，传承红色基因；滚滚江淮水，激

荡发展脉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安徽

考察，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10 年间，江淮

大地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历史性成就。

2021 年，安徽生产总值首次站上 4 万亿元台

阶，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1 万美元。全省生产总值在

全国的排名从 2012 年的第十三位上升到第十一位，

人均生产总值从第二十一位上升到第十三位，由

“总量居中、人均靠后”迈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

今日安徽，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

嘱托，努力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谱写现

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抓住机遇，推进高质量发展

盛夏时节，昌景黄高速铁路安徽段建设施工

现场一片繁忙景象。高铁将于今年底通车，届时

黄山市的祁门县、黟县将通上高铁，皖南地区进一

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012 年 ，安 徽 高 铁 运 营 里 程 仅 为 726 公 里 。

2019 年 12 月 1 日，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郑州至

阜阳高铁开通运营，安徽实现“市市通高铁”。截

至 2021 年 底 ，安 徽 省 高 铁 运 营 里 程 已 达 2432 公

里，居全国前列。

高铁之变，是过去 10 年间安徽加快发展的一

个缩影。

“经济总量居中，人均 GDP 靠后”，很长一段时

间，人们这样概括安徽在全国的位置。2012 年，安

徽生产总值位列各省份第十三位，人均生产总值

则比较落后，居第二十一位。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按下快进键，为安徽高质

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科技攻关取得新突破。安徽不断深化上海张

江和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

锚定创新共同体，加快参与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建设。

绿色共保取得新进展。安徽在省际毗邻地区

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标准、监测、执法“三统一”，与

沪苏浙两省一市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联合做好

长江“十年禁渔”合作备忘录》。2021 年，安徽境内

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比例达 92.7%，新安江流域水质

优良比例保持 100%。

开放合作迈出新步伐。马钢集团与中国宝武

集团实施战略重组；整合组建省港航集团并纳入

上海组合港；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经验，

推出包括 212 项赋权事项的安徽自贸试验区清单；

合肥、芜湖、蚌埠片区与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金

华片区开展战略合作。

2021 年，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亿元以上项目

4167 个，实际到位资金超过 9000 亿元，同比增长

22.6%。牵头成立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加

快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长

三角高附加值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在不断壮大自身的同时，安徽以“有为”争取“有

位”，积极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

今年 3 月底，为进一步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推

动工业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马鞍山市工业

企业用地亩均效益评价实施办法正式出台。此

前，当地已累计开展 3 轮亩均效益评价，2021 年工

业企业亩均税收 16.73 万元，同比增长 29.29%。

2021 年 11 月，安徽省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推广亩均效益评价工作的意见》，全省推进工业企

业亩均效益评价改革。“与 10 年前相比，我们对高

质量发展有了全新认识。”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厅长牛弩韬说，亩均效益评价改革将有力推动全

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新旧动能转换。

创新驱动，打造产业新高地

从谈判到签约 23 天，从签约到开工 42 天……

6 月 30 日，比亚迪合肥基地整车下线活动在长丰

县下塘镇举行，写下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

的一页。2021 年 7 月，比亚迪与合肥市达成协议，

项目一期总投资 150 亿元，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500 亿元以上。

10 年前，很多人印象中的安徽，还只是一个农

业大省，制造业也停留在洗衣机、电冰箱等传统白

色家电。

现在，安徽在牢牢扛稳全国粮食主产区责任的

同时，全省产业结构迎来巨大变化，正着力打造具

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集聚地、改

革开放新高地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2021 年，安徽制造业增加值超万亿元，全国排

名第十位。“家电之都”“新能源汽车之都”……安

徽成为制造强省赛道上的“新晋种子选手”。

“这是安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积极探索实践取得的成果。”安徽省发改委主任

张天培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把创

新作为最大政策”，要求“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持续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为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合肥的后来居上，是一个有力例证。从生产

总值千亿元量级到 2020 年迈上万亿元台阶，合肥

仅用了 14 年。

在合肥，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人工智能

入列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合肥智能语

音入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智能语音创新

中心落户合肥；新型显示实现“从一粒沙子到一台

整机”的全链布局，成为世界重要的显示产业基

地；集成电路集聚产业链企业 300 余家；新能源汽

车产业头部企业大众、蔚来、比亚迪接连落户。

放眼全省，创新正成为安徽新的标识。

安徽省级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建成 32 家，

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崛起，一批传统钢铁企

业升级换代，农业在科技赋能中提速增效，制造

业增加值、数字经济增加值均超万亿元，以“芯屏

器合”（芯片、显示屏、装备制造及机器人、人工智

能和制造业融合）为标识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加快

构建。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人才是关键。从 2013 年

开始，安徽持续实施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招引计

划，10 年来仅省级就累计扶持 274 个团队在皖创新

创业。安徽利维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2018 年落户

滁州，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先后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上海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解决

重大技术难题，2021 年跻身安徽省高

新技术企业。

2021 年 ，安 徽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净 增

2500 多家，总数超过 1.1 万家。“量的跨越

和质的提升背后，科技创新是关键一招。”安

徽省统计局局长陈军表示。

10 年间，安徽“制造”正向“智造”升级，并

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努力建设工业互

联网高地。

2021 年 9 月，由安徽省经信厅与科大讯飞共同

打造的工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羚羊”工业

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截至今年 6 月底，该平台集

聚企业近 6 万家、科研人员近 3000 人、高校院所

145 家。安徽省已重点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 130
家，连接 300 万台设备、3215 个工业 APP、3114 个工

业模型，服务企业 13826 家。

共享成果，办好民生实事

大山深处，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里，村民陈泽申

起了个大早，将货架上的土特产摆放整齐。2017年，

陈泽申脱了贫，现在住上了两层楼。“卖土特产收入

5000 元，产业奖补 2000 元，公益性岗位每月 620 元

……”算起家里的收入账，陈泽申对未来更有信心。

在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光明社区 67 岁的

居民张晓健不再为吃饭发愁，“社区新建了老年食

堂，方便又实惠，还能送餐上门。”

过去 10年，安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同全国

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大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力

度，在补发展短板，增民生福祉，提高百姓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上下功夫，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2020 年底，安徽 484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3000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31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决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今年 7 月，《安徽省促进

大别山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条例》正式实施，建立

健全革命老区精准帮扶机制，提升革命老区劳动

者技能素质，加强对革命老区民生工程的投入等。

10 年间，安徽累计投入 200 亿元，解决 2000 多

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8000 多个美丽乡村中

心 村 提 档 升 级 ；全 省 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长

1.35 倍。

10 年间，安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

善。马鞍山、安庆、铜陵、蚌埠市成功创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全省累计建成公共图书

馆 131 个、文化馆 123 个、博物馆 232 个，村级综合

文化中心覆盖率提高到 98%。

10 年间，安徽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

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 1
年多，三级医疗机构数量增长近 3 倍，人均预期寿

命提高 2 岁多。今年，安徽拿出 150 亿元，实施优

化公共交通、解决停车难、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加大 15 分钟健身圈建设等 10 项暖民心行动。

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图景，正一步步加快变

成现实。

下图：合肥城市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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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本报记者 吴 焰 韩俊杰 游 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