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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池州市安徽省池州市：：

践行开放发展理念践行开放发展理念        打造互联协同舞台打造互联协同舞台
开放作为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为城市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和活力源泉。如今，安徽省池
州市正积极把握发展机遇，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务实的举
措，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特别是今年以来，该市积
极践行开放发展理念，坚持“引
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以开放纾发展之
困、汇合作之力、聚创新之势、
谋共享之福，推动城市发展由
封闭小格局向开放大舞台转
变。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充满
活力的池州正加速崛起。

引进来：激活发展新动能

池州生态环境优美、资源
丰富。但作为后发地区，其如
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发
展胜势？答案就是坚持项目带
动、创新驱动，向开放要动力、
要活力。

安徽华迅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6亿套高可靠性存储器生产
项目投产，年产5亿块集成电
路及模块封装的安徽丰芯半导
体有限公司开业投产……随着
一个个项目引进落户、开花结
果，池州市半导体产业实现从
无到有、由弱到强，形成了从IC
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材
料设备、新型显示到智慧应用
的全生态产业链体系。2023
年，全市半导体产业规模突破
250亿元，同比增长24.4%。

发展的活力在释放，发展
的机遇在累积。近年来，池州牢
牢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
聚焦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汽
车等领域，坚持“一把手”带头招
商，创新推进商协会招商、基金
招商等新模式，深入开展延链、

补链、强链招商，精准承接产业
转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今年1—5月，全市新引进
沪苏浙亿元以上项目84个，实
际到位资金224.1亿元，分别占
全市比重63.6%、66.8%。

此外，池州深入开展对标
长三角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
行动，扎实推进“五免之城”建
设，全面优化涉企服务，全力打
造“池”久满意营商环境品牌，
市场主体获得感、满意度不断
提升。“从决定落户青阳到项目
建成投产，中间每一环节进展
都很顺利，建设速度快了半
年。”池州市京工建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林荣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
创新，池州还依托省级半导体
产业基地，分别在北京中关村、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和松江区
建设3处“飞地”，设立“飞地”
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
举办安徽“双创汇”·走进科创
中心等活动，着力打造高水平
研发创新、产业孵化、招才引
智、开放交流“四个中心”，加快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
域协同发展。1—5月，全市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产 值 增 长
17.9%，居全省第二位。

走出去：拥抱世界大舞台

从空中俯瞰长江池州段，
只见一艘艘货轮络绎不绝，呈现
出一派繁忙景象。安徽鸿叶集
团有限公司生产的竹吸管、竹筷
等竹制品远销110多个国家和
地区：安徽安芯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加大“走出去”力度，积极
开拓海外市场，全年出口预计增
长20%以上：贵池区乌沙船舶

工业基地建造的外籍船舶交付
出港，驶向新航程……今年1—
5月，池州市进出口总值突破59
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出口
超16亿元，同比增长10.9%。

走进位于池州市的禄思伟
矿业资源(安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只见机械臂挥舞作业，叉
车来回穿梭……“今年以来，我
们的海外订单量不断增加，上
半年已生产耐火材料 6 万余
吨，其中出口占90%，同比增长
20%。”该公司外贸经理阮乐乐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公司生
产的耐火砖因耐用性高于行业
同类产品以及原材料成本优
势，畅销东南亚、南美等地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是全球最大的自
贸协定，能够帮助相关企业降
低贸易成本。为帮助辖区企业
充分享受RCEP政策红利，池
州海关积极引导企业利用“智
慧审核+自助打印”“信用签证”
等便利措施，提升签证效率。

“我们的原产地证书签证量较
大，以前需要去海关现场申领，
现在通过自助打印，足不出户
就能完成申领，还可以直接发
邮件给客户，极大地节约了我
们的时间成本。”阮乐乐表示，
这几年，得益于池州市一项项
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措施，
公司出口通关时间大大缩短。

“前一天装货到池州港，第二天
就可以跟船走。”

此外，池州正深入实施“徽
动全球”万企百团出海行动，今
年上半年组织鸿叶集团、文香
信息等35家公司参加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欧洲国际视
听展等32个境内外重点国际
性展会，累计对接意向客户
700余位。1—5月，全市外商

直接投资到位资金5300万元，
同比增长143%。

惠民生：共享丰硕开放成果

“在家门口就能坐上高铁，
出行越来越方便!”“我们乘高
铁从南京直达九华山，方便多
了。”今年4月26日，在沿线群
众翘首以盼中，池（州）黄（山）
高铁开通运营，池州市青阳县
迈入“高铁时代”，池州交通枢
纽功能进一步提升。

“池黄高铁对长三角区域
内城市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和协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我
们将在精品线路设计发布、宣
传营销矩阵、多元化业态发展
及游客服务质量提升等方面全
面融入‘大黄山’。”池州市文化
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负
责人鲁艳艳表示。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主体施
工，合池铁路完成招标，S40宁
枞高速池州段、东鄱高速安徽

段等项目稳步推进，乌沙港区
公用码头工程加快建设，池州
九华山机场新增鄂尔多斯航线
……交通互联互通，池州融圈
入群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

“上午看门诊，下午上手术
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胸外科专家金润森在
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又忙碌了
一整天。去年5月，池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上海专家工作站揭
牌运行，金润森也开启了每月
一次“跨城上班”的新经历。“希
望能用我们团队的医疗技术，
为池州患者消除病痛。这也是
我们合作的初心。”金润森说。

据了解，目前池州市 8家
医疗卫生机构分别与长三角地
区20家高水平医疗卫生机构
组建医联体或专科联盟。今年
1—5月，全市共邀请长三角知
名专家来池开展诊疗 360 人
次、服务群众5187人次，派出
93名业务骨干到长三角知名
医疗机构进修。

■新华社记者 徐思远 刘智强

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凯里市，酸汤的痕迹
随处可见。如今，这份传承千
年的美妙滋味“走”出凯里山
乡，用好味道征服各地食客，也
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

晌午时分，在凯里市巴拉
河沿岸的平乐村季刀苗寨，酸
汤香气已经从农户的灶台上飘
起。长久以来，凯里人的饮食

“无酸不欢”。这份对酸汤的依
赖和偏爱，渗透在他们的日常
生活里。平乐村副主任黄志思
说，凯里人几乎每天都要吃酸
汤煮的食物，也会在劳动后喝
酸汤缓解疲劳。

作为凯里人的“心头好”，

酸汤经历从地方小吃到广为人
知的历程。吴笃琴是贵州亮欢
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从事酸汤产品经营。20世
纪80年代，她在凯里街边开了
一家路边摊，主要售卖炒菜，附
赠一碗酸汤。

“当时觉得酸汤只是我们
的土菜，所以免费给客人吃。
后来发现很多外地客人来我这
里，点名要吃酸汤。”她说。

像吴笃琴一样发现酸汤推
广潜力的凯里人不在少数。黄
志思说，季刀苗寨每年迎来不
少中外游客，他都会准备酸汤
招待。有的客人不光自己吃，
还要打包带回家乡。口耳相传
之下，凯里酸汤逐渐从“家味
道”变成大众口味。

想让酸汤传得更广，保持

口味稳定是难题。在传统农家
发酵过程中，菌群和所处环境
不同会导致酸汤味道存在差
异。为了酿制口味稳定的酸
汤，吴笃琴的公司同高校合作，
研发改进酸汤发酵技术并建立
自动化生产线，已完成技术攻
关。现在，无论是顾客还是外
省商户，即使相隔千里，也可以
烹饪出地道的凯里酸汤。

截至2024年1月，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酸汤产业已注
册商标400余个，涉及约1600
家餐饮店，遍布全国 62 个城
市。同时，酸汤火锅底料、酸汤
粉、酸汤饮料等酸汤产品借助
电商平台，源源不断地送上各
地食客的餐桌。

蓬勃发展的酸汤产业，也
带动了凯里乃至黔东南州的经

济发展。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
乡村小路，随处可见经营酸汤
菜品的餐馆或小摊。据专家粗
略估算，整个黔东南州的酸汤
餐饮从业者超过15万人。

酸汤，正成为凯里农民的
致富渠道。“凯里酸汤是很讲
究的，要用我们本地产的西红
柿、辣椒、木姜子等作为原材
料，不然口味就会不对。”吴笃
琴说。

在凯里市舟溪镇新中村，
这里有60亩的酸汤原料基地，
里面种植着52个西红柿品种
和5个辣椒品种。在政府的支
持下，这里正在建设酸汤原料
产业示范点。

“不担心销路，我们直接跟
企业签订单，由企业进行收
购。”基地负责人潘晓正说。得

益于酸汤产业的发展，一些企
业直接联系种植基地，通过订
单农业、保底收购，保障自身的
食材供应，也直接或间接带动
农民增收。

新中村的酸汤原料种植产
业，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在基地工作的村民蒙
金华告诉记者，在这里务工，一
个月就能有3000元左右收入，
同时还可以照顾家里的老人和
孩子。

“我们公司以前一年只能
生产1吨酸汤，现在一年能生
产1万吨，以后还会增加。”提
起未来，吴笃琴充满信心。有
了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和量身打
造的科技成果，凯里酸汤产业

“走”出山乡的底气更足、脚步
更稳。

一碗酸汤一碗酸汤““走走””出凯里山乡出凯里山乡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通讯员 陆寒芳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经开区码头运输作业场景。徐永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