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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近年来，安徽聚焦新
能源汽车产业，持续推动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
业集群；瞄准促进新能源
汽车市场应用、充换电基
础设施建设、回收利用体
系建设等方面，发力后市
场领域；引导各地市发挥
自身优势，共同下好产业
发展“一盘棋”，力争全省
汽车产业尽快迈上万亿元
级新台阶。

!!"!

!"#$%&'()*+,-./0123

!"#$%&'()*+,-./01234567$89:;<=&
'>?-@A@1BCDE>?$%FG=HIJKLMN

OP1234567$89*+QR56STU56V+WX$FYZ[\
]^_`a4bcX$FYZ[\71defFG.&'ghiZ1jkFG<
lmnLMN

X$FYZ[\opqTrstuvwxyzw{|N}~$%!FGz
V+%"FGzV#$%$%FGzV)y&'FG1(w)*+,V -..z
/..z0...z1...23.405ZN6v7#8z79:N[;#8<=7>
1.?N@AB#XCDEFyEWy\qyGH9:wI-J17>WyKL

MN9:17>FG'O#8Nqv+PQz+#$N}~Xu$qV\FG
RSTU*+405Z1VWXp&'A@Y5FGK?ZRzI[\]^
_`[abPQ1cde=+f`[O&0g3hiN

:;j#&'Hklm1no*p9pO81q&'rst!2345
67$89$%*+fuHiNv234567$89.&'Xwx\Ly1v
zjk&'A@*{f|z}~&'A@LM*+z!"*p9p#$V
tzj#$%&'<%>?]BT&Zgh$%&'''LMN

(234567$89&'Xwx\Ly.gh)156*+<,-./
0p123#4iFN(FGiF.56C1234567$89:;78

9~:gh1hw;<9~.PQp=>?FGiF.@KAi1Bd78
FG C/.23.iF9~O&NDEF@1&'Xwx\LyGBdHXO
0/..231IH0J-g3KLO8pO$89MFGN

NO1234567$89PQA$'OR'zLyHX]4)Su-.
XV+&>\Ti<%1!"p'OfUzUV>?.T)<%X23*pC
W\1:XY'OI[Z&A[/TX1\9:wI-J1QRX*+\w[\XV
+[\J]$%&'^_1!`Oabc#5Zdsef1#ij#&'^
_g>?-JN

洗扫、干扫、喷雾、对冲多功能作业，提前导

入高清地图路线实现无人驾驶……这是湖南省

衡阳市落地的首个市场化开放式场景智慧环卫

项目，由酷哇机器人何弢团队自主打造。该团

队深耕自动驾驶技术研发与应用多年，曾研发

出具备全路况清扫、智能规划路径功能的无人

驾驶扫地车。

在衡阳，何弢团队有多重身份：团队负责牵

头组建南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可使用学校科

研资源；衡阳高新区又专门设立酷哇机器人衡阳

智能研究院，为团队转化研发成果提供平台。

“团队进驻衡阳 3 年多，累计完成投资超

3000 万元，合作研发的智能化垃圾分类设备已

在石鼓区全域投入测试，智能网联云平台开始

投入使用。”何弢团队相关负责人说。

衡阳是老工业基地，不沿边、不靠海，在科

教、科研等方面不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破解“高

精尖缺”人才团队引育难的瓶颈？衡阳高新区

探索“园区+高校”联合引才模式，通过资源叠

加整合，增强对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的吸

引力。

高校提供科研资源，园区提供成果转化平

台。衡阳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 +高

校”联合引才，既能增强高校科研实力，带动相

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又能为园区导入先进

制造业，拉动新兴产业成长。“在这一模式下，引

来的人才团队既是科学家，又是创业者，打通了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的 中 间 环 节 ，实 现 产 学 研 用 多

赢。”该负责人说。

通过“园区+高校”联合引才模式，衡阳高

新区先后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10 个，

引进关联企业 25 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2 家。

引团队，创新品，辟赛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春熹团队，在光纤

陀螺领域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衡阳市政府牵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在衡阳高新区建设北航衡阳产学研中心，团队成员成立的产业化公司

累计订单超过 1 亿元。如今，该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新一代光子

晶体光纤陀螺的生产建设又将全面落地高新区，投产后将实现年产 10
万轴、产值超过 10 亿元，进一步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发展。

目前，衡阳高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269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456
家，全社会研发投入超 10 亿元，2022 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28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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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的 小 麦 亩 产 达 1000
斤，现在大豆、玉米长势也很喜

人 。”望 着 绿 油 油 的 庄 稼 ，山 东

省东营市东营区金丰农场负责

人庞增华喜上眉梢。眼前这一

大 片 耕 地 ，曾 是 重 度 盐 碱 的 撂

荒 地 ，如 今 已 变 成 稳 产 增 产 的

粮仓。

据 介 绍 ，东 营 区 实 施 盐 碱

地综合利用等耕地保护措施以

来 ，金 丰 农 场 流 转 周 边 近 7000
亩 农 田 进 行 土 地 改 良 ，种 植 效

益逐年提高。

金丰农场的变化是东营区

耕 地 保 护 取 得 成 效 的 缩 影 之

一。近年来，当地积极探索土地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新模式，实施

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项

目，引进耐盐小麦、耐盐大豆、耐

盐高粱等品种，治理盐碱耕地总

规模达 0.83 万亩。

除 了 治 理 盐 碱 耕 地 ，面 对

不少废弃油井、闲置厂矿大院，

如 何 实 现 更 高 水 平 的 利 用 、更

高质量的发展？

在东辛片区城市更新现场，

塔 吊 林 立 ，一 派 热 火 朝 天 的 景

象。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处处

废弃的油田厂矿大院。“东辛片

区城市更新一次性拆除废弃厂

矿大院 28 处，腾出土地 1100 亩，

为高品质现代化城市建设释放

更大空间。”东营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东营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成武说。

作为首批全国自然资源节

约 集 约 示 范 县（市），东 营 区 优

化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和 布 局 ，加 大

存 量 土 地 盘 活 利 用 力 度 ，加 快

老城区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闲

置 厂 房 专 项 整 治 等 ，推 动 低 效

用地出清、盘活、提效。近 3 年，

东 营 区 完 成 再 开 发 利 用 土 地

3000 余 亩 ，土 地 供 应 率 保 持 在

85%以上。

东 营 市 副 市 长 、东 营 区 委

书 记 苟 宏 水 表 示 ，东 营 区 将 坚

持 破 解 制 约 和 完 善 机 制 相 结

合 ，用 好 增 量 ，挖 潜 存 量 ，进 一

步探索资源型城市节约集约用

地 的 新 路 径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强力支撑。

治理盐碱耕地 盘活存量土地

山东东营探索节约集约用地
本报记者 肖家鑫

本报北京 6 月 25 日电 （记

者冉永平、丁怡婷）24 日，“深海

一号”超深水大气田二期关键控

制 性 工 程 ——20 英 寸 直 径 海 底

长输管道进入调试阶段，将与水

下生产系统进行连接，为管道全

线贯通奠定基础。该管道 22 日

铺 设 完 工 ，全 长 115.5 公 里 ，由

9425 根钢管连接而成，总用钢量

相当于 1.3 个“鸟巢”，是我国最长

的深水油气管道，将成为连接“深

海一号”二期工程油气输送的主

通道。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是我国

首个深水高压气田，区域最大作

业水深近 1000 米，开采出的油气

成分复杂，温度高、压力大。据介

绍，海底长输管道专为“高温高压

强腐蚀油气流混输”量身定制，采

用“深水大口径无缝钢管+双金

属复合管”组合方案，满足高强

度、高韧性的指标要求，实现了研

发制造全过程国产化。

据 悉 ，“ 深 海 一 号 ”二 期 工

程 天 然 气 探 明 地 质 储 量 达 500
亿立方米，投产后可使“深海一

号 ”大 气 田 高 峰 年 产 量 由 30 亿

立 方 米 提 升 至 45 亿 立 方 米 ，成

为 保 障 我 国 能 源 安 全 的 重 要 气

源地。

我国最长深水油气管道进入调试阶段

将成为连接“深海一号”二期工程油气输送主通道

6 月 24 日，安徽省芜湖市的畅聊早餐

会上，既有奇瑞、比亚迪、江淮等整车厂的

负责人，也有伯特利、开思等供应链企业、

后市场企业的负责人，各方共议如何推进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

3 天前，6 月 21 日，安徽省委、省政府

用一天的时间，与全省汽车制造企业、零

部件生产企业以及相关研发机构、省市县

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共商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提出，要

增强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强省的紧迫感

使命感，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进一步

提速，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夯实，国际化

步伐进一步加快，集群化效应进一步彰

显，在全省上下奋力营造促进汽车产业发

展的良好氛围，推动全省汽车产业尽快迈

上万亿元级新台阶。

延链补链强链，建设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把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好，关键在于发

展新能源汽车，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

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创新、智造、服

务、人才、文化、资本、开放 7 个生态。这是

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新举措。

向“新”而行，安徽底气何在？

“今年 1—5 月，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

超 25 万辆，位居全国第四，位次较去年全

年前进 3 位。”安徽省经信厅汽车工业处

处 长 马 翠 兵 介 绍 ，安 徽 集 聚 了 奇 瑞 、蔚

来、大众、比亚迪、江淮、长安、汉马 7 家整

车制造企业，拥有规上零部件生产企业

1100 多家，其中不乏国轩高科、巨一科技

等掌握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的零

部件企业。

汽车产业是安徽的优势产业、支柱产

业。近年来，安徽把“新能源汽车和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列入全省大力发展的十大

新兴产业。记者了解到，为打造好集群、

建设好生态，延链补链强链，安徽高位推

进，组建由省委书记、省长担任“双组长”

的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并建立省领导包保整车生产企业机

制；同时，印发指导意见，谋划了全省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总施工图”。

作为安徽本地汽车企业，奇瑞汽车近

期举措不断。

“在纯电领域，我们刚刚发布面向高

端市场的系列车型，推出首个新能源专属

品牌。”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章红玉透露，预计到 2025 年，奇瑞的

新能源汽车产能占比将达 50%。

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也持续发力。

前不久，国轩高科发布自主研发的磷

酸锰铁锂电池包，实现了无三元（NCM）

情况下续航 1000 公里。

“科技创新，是支撑新能源汽车及配

套产业发展的基础。”国轩高科董事长李

缜介绍，企业分布全球的 6000 多名研发

人员，研发出了覆盖动力电池方方面面

的数千项专利技术，支撑着公司的快速

发展。

行动起来的还有地方政府。

汽车零部件是宁国市的支柱产业。“目

前，全市共有规上汽车零部件企业 93 家，

年产值 240 亿元，其中 1/5 来自新能源汽车

相关产业。”宁国市经信局党组成员徐正

熙表示，宁国将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引导产业高效聚

集，推动汽车零部件企业向“新”而行。

发力后市场，做大新
能源汽车市场“蛋糕”

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群，安徽推动“整车、零部件、后

市场”同频共振。尤其是在以往容易被

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后市场领域，安徽铆

足了劲。

当下，安徽正从 7 个方面发力，做好产

业后半篇文章——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

应用、加快建设充换电基础设施、积极参

与建设标准体系、建设回收利用体系、提

升汽车展销影响力、营造汽车文化生态、

推动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其中，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应用关乎

做大市场“蛋糕”。

“2022 年，芜湖市党政事业单位更新

的车辆中，近一半是新能源汽车。”芜湖市

经信局二级调研员汪自强说，今年芜湖将

进一步在公共领域推广新能源汽车。

芜湖的做法，是安徽推动公共领域用

车电动化的缩影。据了解，为做大市场

“蛋糕”，安徽还将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

式，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深入开展新能

源汽车下乡活动。

在新能源汽车后市场领域，充换电设

施的建设，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一环。

“作为省级国有能源投资平台，在全

省充换电基础设施‘一张网’建设中，我们

打主力、当先锋。”安徽省能源集团相关负

责人说，今年已全面启动市、县、乡三级充

换电基础设施建设，2024 年将完成 75%的

覆盖任务，到 2025 年基本完成全覆盖。

下好“一盘棋”，全方位
谋划产业发展格局

锚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越来越多要素向安徽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聚。

以人才为例，安徽高校正通过增设相

关专业、完善培养方案，增加产业人才供

给。目前，14 所省内高校设置相关本科专

业 173 个，培养规模达 1 万余人；42 所高职

院校设置相关专业 124 个，每年培养专业

人才近万人。

资 金 是 新 能 源 汽 车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近期，安徽省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主题基金启动运营，总规模 180
亿元。与此同时，安徽省财政将通过连续

5 年大体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全力支持全

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在安徽，发展新能源汽车不仅是汽车

大省迈向汽车强省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

皖北振兴的重要路径。安徽明确提出：把

发展汽车产业尤其是零部件产业，作为支

持皖北振兴的重要手段。

蚌 埠 市 怀 远 县 是 传 统 的 农 业 大 县 。

近年来，得益于汽车零部件产业，当地工

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2022 年至今，全县共洽谈并签约汽

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8 个，协议总投资 37.8
亿元。目前，企业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摩托

车、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怀远县经信局局

长邹晓磊说。

当前，建设新能源汽车强省，安徽各

地市发挥自身优势，共同下好产业发展

“一盘棋”，全方位谋划产业发展格局——

合肥、芜湖“双核”驱动，其他城市多

点联动的格局已经形成。安徽明确：支

持合肥建设新能源汽车发展引领区，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之都和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高地；支持芜

湖建设自主品牌集聚区，打造全国最大

的乘用车出口基地、全国领先的新能源

专用车生产基地、全国领先的动力电池

生产基地。

“力争到 2025 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培育取得突破性进

展；到 2027 年，成为具有全球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智车强省’。”安徽省发展改革委

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前5月，产量超25万辆，位居全国第四

安徽着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本报记者 田先进 人民网记者 陈 浩

■经济聚焦R

九成工序在工厂完成的模块化建筑、将屋顶光伏发电储存并柔性

使用的“光储直柔”建筑、十几秒铺贴好一块瓷砖的建筑机器人……日

前，第二十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第二

十一届中国国际城市建设博览会在北京举办，一系列建筑业最新科技

成果精彩亮相。

博览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 303 亿平方米，节能建筑占

城镇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超过 64%；北方地区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

造面积超过 18 亿平方米，惠及超过 2400 万户居民，室内舒适度显著改

善；全国累计建成绿色建筑面积超过 100 亿平方米，2022 年当年城镇新

建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90%左右。

展馆现场，一个 70 平方米左右、家居设备齐全的两居室吸引了不

少观众，它来自即将交付的全国首个高层混凝土模块化建筑——深圳

龙华樟坑径保障房项目。模块建筑是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新模式，它的

完成度与集成度较高，具有建得快、造得好、功能全等优势，有助于节

能、节水、节地。

“相比常见的装配式建筑，模块化建筑能将混凝土结构、水电管线、

卫浴五金、装修等绝大部分工序放在工厂生产、一体化集成，相当于整

个房间成为一个模块单元。”中建海龙助理总经理任明宇介绍，模块化

建筑将工地“搬进”工厂，可节省 70%以上现场用工量。

好房子要建得好，更要住得好。在华为展区，参展观众轻点屏幕，

就可以智能控制房屋安防、照明、遮阳、影音娱乐等功能，仅灯光一项便

可根据场景自动调节冷暖明暗。工作人员叶宏介绍，通过 PLC（电力线

通信）技术，能够利用屋内电线进行物联通信，不要额外布线，实现有电

即有网。

据悉，本届住博会展示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主题为“科技赋能好房

建设 创新筑就安居生活”，设置现代科技提升住房品质、绿色低碳建

筑技术和产品、智能建造、数字家庭和智慧家居等 10 个展区。城博会

围绕城市建设，以“人民城市 幸福家园”为主题，设置综合展、专题展

和示范展，专题展展示城市更新、城市治理和智慧城市建设、适老化与

康养融合城市建设、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等内容。

建筑新科技亮相住博会

全国累计建成绿色建筑面积超百亿平方米
本报记者 丁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