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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实现跨越式发展，得益于长丰人不放

过每一次发展大机遇，并创新性地把机遇变成

自己的发展优势。

抓住合肥主城区调整功能区规划的大机

遇，长丰主动衔接融入主城区，曾经的城郊边缘

地带，现已成为合肥的消费新中心、宜居宜业

区，为产城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抓住合肥勇当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开路先

锋的大机遇，长丰想方设法承接产业、发展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与产业城拔地而起，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和上市公司不断涌现，县域工业

被纳入当地城市圈的产业体系。

实现跨越式发展，机遇固然重要，更重要的

是如何把握机遇：机遇到来之前是否准备好，机

遇到来时能否抓得住，机遇到手后会否利用好。

把握机遇，离不开好的干部作风和营商环

境。在长丰采访，常听到企业家们对当地政府

的夸赞。长丰对企业家的尊重，调动了企业家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企业真正成为创

新的主体。从工业立县走向制造强县，近年来，

长丰培育了 359 家规上工业企业。党员干部争

当“店小二”，抓机会、谋产业、做服务，为当地发

展打下扎实根基。

把 握 机 遇 ，还 要 善 于 前 瞻 布 局 和 科 学 规

划。长丰紧邻合肥科学岛，吸引先进光源、航太

雷电等大科学装置相继落户。国之重器尚在建

设，长丰已将“科学家小镇”提上日程。长丰人

说，为的是让科研人员能够在这里快乐创新。

抱来的“母鸡”，要把巢筑好，借势而为、做好配

套，科技成果才能落地转化，基础研究才会沿途

“下蛋”。

面对机遇，长丰主动因势而谋、顺势而为，

将短板劣势变成发展升势、将区位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把时代大势转变成自身的发展走势。

这，应该是长丰崛起带来的最大启迪。

发展要有不放过机遇的精神
游 仪

■记者手记R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地处江淮分水岭之

间，资源差、基础弱、底子薄。

1994 年，长丰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2012 年脱贫摘帽，4 年后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

县。今年上半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 407.34 亿

元，同比增长 17.8%，增速居安徽省各县（市）第一。

从贫困县到百强县，长丰何以能走出一条跨

越式发展的路子？

一张“规划图”背后的县域经济

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切入点

“长丰到了。”自合肥市区出发，驱车向北，大

约半小时后，同行者提醒。

高架桥宽阔平坦，新能源车川流不息，住宅楼

灯火通明，眼前的这座县城，与大城市别无二致。

指着县城规划图，长丰县委书记李命山介

绍：“长丰有 14 个乡镇和 1 个开发区。我们打破

了传统空间布局，按照合肥的发展定位重新布

局。”规划图上，长丰被分成东部文旅、南部都市、

西部科创、北部产教、中部智造 5 个片区。

规划布局的背后，是一座县城发展的不断

探索。

长丰先天自然条件不足、旱涝频发，十种九

不收，虽名“长丰”，却被当地人自嘲“常穷”。

“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

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

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

进。”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指引，打开

了长丰的发展思路。“打造合肥先进制造业发展

的新高地、实现全域协调发展新突破，争当全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示范县”，合肥对长丰的“两新一示范”新定位，让

长丰踏上新路。

长丰开始“破浪”前行。

瞄准市区发展规划，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

化建设。高速道口“镇镇通”，两座高铁站遥相呼

应……短短 10 余年，北城已集聚 52 万常住人口，

成为合肥的消费新中心、科创服务新高地和宜居

宜业新标杆。

紧 抓 耕 地 、种 子 ，因 地 制 宜 推 动 农 业 现 代

化。县城南部，集成种子、智慧农业、合成生物、

菌物等产业；县城北边，草莓产业引入科技智慧

手段，实现全产业链产值过百亿元。

请来安徽省林木种苗总站专家调研分析，引

进薄壳山核桃产业。过去“种啥啥不长、栽啥啥

不成”的荒地，已变成了绿色走廊。“全县种植薄

壳山核桃约 9 万亩，今年起开始进入盛果期。”长

丰县薄壳山核桃种植协会会长沈军城说。

更大的规划布局，在制造业。

走进汽车城下塘镇，现代化的厂房外，满载

汽车零部件的货车络绎不绝。“你能想象，这里两

年前还是块荒地吗？”长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卢先梅说。

锚定安徽省、合肥市产业政策导向，从最初

引入汽车零部件厂商开始，长丰围绕汽车配套产

业链展开招商布局。规划下塘镇作为产业新城

后，提早预留工业用地。这些配套企业和“留白”

用地，在 2021 年比亚迪投资选址时发挥了关键

作用，也让长丰从发展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快速

转向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现在，下塘镇不仅有整车工厂，还引进了中

创新航、佳通轮胎等百亿元级项目。”下塘镇党委

书记樊邵斌说。

翻开长丰县规划图：南部大力发展服务业促

进产城融合；中部打造下塘新能源汽车城，朝着

千亿元产业镇方向前进；北部县城全面开展城市

更新……

地图不断完善，规划日益清晰。记者发现，图

上还有处地方，标注着“能源综合改革创新试点”。

按图索骥，走进安徽皖丰长能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张学锁告诉记者，根据试点方案，长

丰正依托城市、工业园区和乡村三大板块，聚焦

工业、农业、建筑、交通 4 个重点领域，目前已经

建成 9 个示范场景项目。

陶楼镇“光伏+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就

是 其 中 一 个 项 目 。 顶 棚 安 装 的 光 伏 板 提 供 电

能，集装箱上放置的盆栽辣椒长势喜人，箱中鱼

儿游来游去。张学锁算了笔账，光伏发电一年

收 入 15 万 元 ，农 业 种 养 ，每 箱 鲫 鱼 能 挣 6 万 多

元，“别看只有 3.5 亩，可以创造出上百亩土地的

经济效益。”

如今，长丰的规划图上仍有几处留白，都是

高铁站、高架路旁的“黄金地带”。“长丰的发展与

产业布局，不仅要着眼当下，更要着眼于未来。”

李命山说。

一纸“军令状”背后的产业崛起

抓产业就是抓发展，拼经
济就是拼闯劲

长丰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李多魁的手机

里，保存着一张抓拍照片：烈日下，站在几辆小车

旁，李命山手握钢笔，在写满交地日期的工业用

地图上签字。

“这是李书记在向比亚迪方面签‘军令状’。”

李多魁告诉记者。

照片场景，发生在 2021 年 7 月。当时，比亚

迪与长丰的项目谈判到了关键时期，基本达成意

向合同，但比亚迪对能否在 20 多天内交地心存

疑虑。那时的规划用地上，有的长满杂草，有的

水塘密布，还有村民开的农家乐。为此，比亚迪

安排相关人员到现场一一查探。

为了争取到比亚迪的这个百亿元大项目，长

丰的干部铆足了劲。拿着地图，边看地边商讨。

地块怎么规划、道路如何设计、土地何时平整……

比亚迪方面，则把县里承诺的交地时间一一标注。

准备上车离开时，比亚迪负责人担心“口说

无凭”，拿着那张交地时间图，希望县委书记在上

面签字。“我当时有点猝不及防，但也特别理解，

说明对方是非常认真地在考虑，也是考验我们长

丰人的诚信与能力。”李命山拿起笔郑重地签下

了自己的名字。

项目区域因标高问题，急需土方填平，下塘

镇立即调来千辆卡车，一夜之间完工；园区企业

提出员工住宿问题，樊邵斌带着镇干部腾出宿

舍，解决了难题。“为保证项目进度，无论企业有

啥需求，哪怕正在吃饭，我们都会立刻赶过去。”

樊邵斌说。

一期项目从谈判到签约，用时 23 天；从签约

到开工，用时 42 天；从开工到整车下线，用时 10
个月。

“抓产业就是抓发展，拼经济就是拼闯劲。”

长丰县提出，政府部门要做营商环境金牌“店小

二”，为企业和经营主体服务好。正是凭着这股

闯劲，2022 年，长丰县有 78 个亿元以上项目签约

落户，其中超 50 亿元项目 2 个、超百亿元项目 2
个，总投资 600 亿元。

“长丰县领导班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团结一心抓产业，一任接着一任干，这才有了大

发展。”从长丰县走出来、目前在合肥市政府部门

工作的多位干部，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一点。

记 者 在 长 丰 调 研 采 访 期 间 ，赶 上 了 周 六 。

这 天 ，为 建 设 合 肥 菌 物 谷 的 事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专程来到长丰。在

县长李孝鸿主持下，当地坚持了两年的“周六解

题”调度会搬至施工现场，实验室如何装修、资

源库怎样建设，县里七八个部门一起商讨，推进

问题解决。

用心用情，办好实事。长丰县 2020 年 6 月起

持续开展“千名干部进万企”活动，对全县“上规、

上亿、上云、上市、上百亿”企业一对一服务，好时

不扰、难时出手，年均化解 4000 多个问题。

一座“智慧谷”背后的创新故事

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

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总工程师、

研究员王儒敬没想到，研究所的技术、比亚迪的

工艺，在合肥智慧农业谷里碰出了火花。

检测土壤养分，过去由人工操作，周期长、成

本高，还易出现误差。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融合

机器视觉、多臂协同、优化调度算法等技术，尝试

研发土壤成分智能检测机器人。

“3000 个机械臂如何有效运转成了难点，理

论上没啥问题，却总造不出来。”王儒敬东奔西

走，把熟悉的厂家跑了个遍。

李命山的“撮合”，给王儒敬提了个醒：“要不

找比亚迪试试？新能源汽车都能造，机器人说不

定也行。”

政府牵线搭桥，双方一拍即合。今年 5 月，

比亚迪项目总监孙茂连带队，组建专班团队进驻

智慧农业谷，不到一个月，产品研制成功。“我们

已经接到了一些订单。没想到，3 年干成了过去

10 年没有做成的事。”王儒敬说。

2020 年，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与

合肥市人民政府、长丰县人民政府分别签订框架

协议和工作协议，建设合肥智慧农业谷，从农业

传感器到大数据，从机器人到新材料，应用基础

研究、关键核心技术、集成创新应用接连开展，人

工智能与农学深度融合。

如今的王儒敬也有了新职务，担任中科合肥

智慧农业协同创新研究院负责人。身份在研究

所，人在长丰，不仅解决了过去项目缺资金、技术

落地难的问题，智慧农业谷还有相应激励机制。

一次跨界合作，让科研人员实现了成果转

化，令比亚迪开辟了产业空间，同时也为长丰集

聚人才出了把力。智慧农业谷现有科研人员 280
多人，其中近百名是硕士、博士毕业生。

智慧农业谷的科研成果，和当地产业紧密相

连。打开长丰草莓产业互联网平台，乡镇种植面

积、主要销往区域、辐射带动地区等数据一目了然，

还能查看各地草莓市场行情与病虫害动态走势。

种了半辈子草莓的兴农草莓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蒋秀芝，去年给自家大棚装上了智慧农业系

统。坐在家中，打开手机，浇水、通风全能操纵，

“省了人力，还更加精准，新技术可给我们省了不

少事。”

在岗集镇，合肥航太雷电综合试验大厅项目

正加紧建设，不远处是规划中的“科学家小镇”，

长丰科学城雏形初现。

智慧农业谷旁，合肥菌物谷创新研究院工作

人员正在观察菌丝生长情况。去年 7 月，中国菌

物谷（合肥）正式揭牌。“从厂房建设到仪器采购，

不到 4 个月，我们已经有了产品。”合肥菌物谷创

新研究院院长、吉林农业大学教授王琦介绍，眼

下资源库还在搭建，接下来，菌种库、活体库、基

因库等将陆续建成。

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是长丰跨越式发展的

重要动力和关键路径。“我们正琢磨设立‘科技副

总’，鼓励高校科研人员深入企业一线，攻克研发

难关。”长丰县科技局局长张帆介绍，政府给奖

励，企业付薪资，院校出技术，切实解决企业在生

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一群“新创客”蕴藏的创业活力

将人才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

换上工装，戴上工牌，晚上 7 点半，刘畅准时

到岗。查物料、点人数、清设备……作为比亚迪

合肥基地车间小组长，刘畅早已得心应手。

为就近照顾家人，三十出头的刘畅从城里辞

职回到下塘镇。去年 7 月，他入职比亚迪。

“随着比亚迪入驻，去年总投资约 350 亿元

的产业链项目签约落地下塘镇。”长丰县常务副

县长石磊说，比亚迪合肥基地项目全部完工后，

将为下塘新能源汽车城创造约 10 万个就业岗

位，“基础设施有了，商业配套起来了，年轻人也

愿意回来。”

有不断涌入的新工人，也有奔赴而来的“新

创客”。

采摘花草、绘制图案，浸染布料、反复晾晒，在

杨庙镇马郢村，来自四川的 90后陈燃忙个不停。

马郢村原是个空心村，无产业，年轻人都往

外走。2015 年，以“助学、助农、助村”为目标的

“马郢计划”发起。“想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架起一

座桥梁，吸引志愿者加入，让创客们通过公益改

变乡村。”马郢村第一书记钟宇说。

随着志愿者的到来，“马郢计划”有了新的内

容：通过创客计划，吸引志愿者就地转化，在这里

办起文旅创意产业。学校来的志愿者，教孩子们

英语、戏曲等；艺术家来到村里，做花艺、烧陶器、

制印染，让马郢与文化相结合；村民们种草莓、养

龙虾、开饭店，日子越过越红火。

通过创业孵化、政策扶持、资源嫁接，马郢目

前已集聚 40 多个创客团队，陈燃团队也是其中

之一。“在这儿能感受到村民的热情和创业的氛

围，我决定留下搭建染坊，传承好蜡染这项非遗

技艺。”陈燃说。

创客不断加入，村民陆续返乡。过去在高速

公路服务区工作的吕银银，去年回村在创客经营

的陶瓷馆找到了工作。随着研学游的学生越来

越多，她忙得“脚不沾地”，“家门口上班，挣钱带

娃两不误。”

激活人才引擎，赋能乡村振兴。如今，长丰

244 个村居都已是集体经济强村，年均收入 112
万元，收入最高的达 1021 万元。

李玉经常往返安徽和吉林之间，为菌物谷的

发展出谋划策；“草莓育苗达人”沈海燕，返乡建

起草莓立体育苗大棚，利用智能温室、无土栽培

系统和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施肥；00 后新农人俞

泽明，在造甲乡和父亲一道科学种粮，把 4000 亩

耕地打理得井井有条……

2022 年 ，长 丰 实 现 人 口 、中 小 学 生 、资 金

“三个净流入”，人才势能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

展动能。

前不久，长丰县领导班子去浙江学习考察。

如今的长丰又有了新坐标，跳出合肥市，对标长

三角。“从贫困县到百强县，我们一张蓝图绘到

底，咬定青山不放松。接下来，还要朝着共同富

裕目标前进，奋力书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李命山说。

图①：长丰县皖能综合能源港。

郭如琦摄（人民视觉）

图②：长丰双凤工业园。

周天晟摄（人民视觉）

图③：水湖镇艳九天草莓园，工作人员正在

育苗。 孔根龙摄（人民视觉）

图④：中国科大附一院北区鸟瞰。

孔根龙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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