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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南陵全面推进产业转型乡村振兴——

江南小城描绘强县新图景
本报记者 梁 睿

今年上半年，安徽南陵县交出了一份亮丽的

经济答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1.9 亿元，同比增

长 5.9% 。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9.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8%；第二产业增加值 76.1 亿元，同比增长 7.0%；

第三产业增加值 76.5 亿元，同比增长 5.0%。

南 陵 是 一 个 有 着 2000 多 年 历 史 的 江 南 小

城。近年来，该县将快递物流智能装备制造业作

为首位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转型；高度重视

农业育种工作，积极打造种业强县；持续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实施“生态+乡村旅游”吸引更多游客。

快递装备风生水起

在南陵街头，不时可见无人配送车缓缓驶过。

“2021 年底，我们的 L4 级无人配送车上路送

快递，目前已常态化运行。”国邮快递物流智能装

备（南陵）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光富说，小

车“呆萌”的外表下暗藏着“智慧大脑”，能自动避

障、自动识别红绿灯。目前，南陵县有 20 多辆无

人配送车，一辆车一天能配送 400 多件快递。

地上有无人车，天上则有无人机。载重量超

过 30 千克的快递无人机在固定航路上派送快递，

解决了山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2017 年，南陵县抢抓快递行业转型升级的机

遇，以打造南陵全国快递科技创新试验基地为切

入点，瞄准快递业收寄、分拣、仓储、运输、投递五

大环节，聚焦安全、成本、效率、智能、绿色五大主

题，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本链、人才链、

政策链“多链协同”，打造快递物流智能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聚力建设“中国·邮谷”世界级快递物流

产业地标。

南陵县委书记李新宇告诉记者，截至今年上

半年，南陵县快递物流智能装备产业累计签约落

户行业龙头及关联企业 110 余家，签约投资额超

150 亿元，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南陵快递物流智

能装备制造产业先后获批安徽省重大新兴产业工

程、安徽省智能装备制造特色小镇和安徽省县域

特色产业集群（基地）。

选育良种助农增收

南陵县一直高度重视育种工作，积极打造种

业强县，大力培育一批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逐步实现种子“育、繁、推”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该县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已超过

45%，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 100%自给，农

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8%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贡

献率超过 55%。

安徽有“芜湖米市、南陵粮仓”的说法，“南陵

大米”声名在外。但每年 6 月下旬梅雨季，持续

雨水叠加长江涨水，很多水稻尚未成熟便“打了

水漂”。为解决安徽及相同生态区双季稻没有特

早熟早稻品种的难题，芜湖市星火农业实用技术

研究所程太平团队经过多年攻关，选育出特早熟

早稻品种“化感 2205”“南陵早 2 号”，创建了双季

稻早稻高产栽培新模式，实现早熟、抗病、丰产、

质优的协同，探索出抗灾、稳产保丰收的稻作新

途径。

目前，在粮食生产方面，南陵县拥有在低位早

熟再生稻、特早熟早稻育种方面的两大领先优势，

现有大型种业企业 4 家，研发培育优质水稻品种

20 个，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面积超过 15 万

亩。全县粮食生产面积稳定在 84 万亩以上，产量

保持在 35 万吨以上。

生态画卷引人入胜

近年来，南陵县还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积

极探索“生态+乡村旅游”，推动村民增收。

近日，记者来到南陵县烟墩镇霭里村，只见青

山连绵，绿水环抱，白鹭飞翔。位于皖南山区的霭

里村森林覆盖率达 70%，是华东不可多得的天然

氧吧和原生态景区，周边青峰耸立、碧水环绕、古

木扶疏。沿着平整宽敞的柏油马路，可以看到一

幢幢颇具创意的民居。

“以前，霭里村环境脏乱差、公共服务设施严

重匮乏，是交通不便、增收缓慢的‘后进村’。”烟墩

镇党委宣传委员石国庆告诉记者，2014 年，霭里

村依托生态优势，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在县里支

持下，全面提升村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按主题

打造乡村旅游品牌，“2020 年至 2021 年，霭里村共

接待游客近 5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 4000 万元”。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陵县已完成包括霭里村

在内的 54 个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创建省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 9 个、重点示范村 3 个。

李新宇告诉记者，今后 5 年，南陵县将聚焦产

业支撑、项目带动，注重培育新兴产业，扩大产业

生态圈，工业力争实现产值 1000 亿元。同时，将

把产业优势、特色文化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促进

产业融合发展，坚持把美丽乡村建设与特色产业

发展相结合，实现既美化环境又富裕群众的目标，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甘肃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呵护绿水青山 壮大生态产业
本报记者 陈发明

甘肃是黄河、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

区，也是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姆塔格等沙漠

汇合南移的阻挡区，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鲜明提出，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甘

肃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最大贡献，始终把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底线任务

来推动实施。”甘肃省委书记尹弘表示，如今

的甘肃，一幅山川秀美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人民

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也极大提高。

近年来，陇原大地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

化，呈现出生态破坏点位有效修复、绿色发展

支撑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进程逐步加快

的良好态势。2021 年，全省空气质量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达 90.2%，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

优良比例达 95.9%。今年上半年，甘肃全省

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0%，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24.7%。

擦亮“一柄如意”

甘肃自然风光优美，黄土高原、广袤草

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丽

的画卷，宛如一柄玉如意。为让这柄如意更

加光彩夺目，甘肃全省上下树牢“绿色决定生

死”的意识，扎实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统筹推进污染防治、环境保护和生态治

理修复。

初秋时节，走进张掖市甘州区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远望祁连山顶雪，近观万亩生态

林。公园内，万亩常青苗木储备林基地已完

成 8000 多亩，各类苗木郁郁葱葱；胡杨林区

内的树木与花卉、栈道、生态水系浑然一体；

当年戈壁滩上采砂形成的大坑经过防渗处理

后引黑河水形成的湖面波光粼粼。而几年

前，这里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乱石滩。

“整个公园 6 万亩林地，没有新增用水指

标，全部来自农业节水。”甘州区黑河林场场

长蒲兴元介绍，再过几年，公园内的苗木基地

和经济林还将发挥经济效益，“前年，这片林

子参与了甘肃省首笔林业碳汇交易，鼓舞了

我们绿化造林的信心”。

近年来，甘肃省盯住黄河、长江、内陆河

三大流域，突出重点地区和关键部位，以实施

生态工程、加强系统治理为抓手，推动全省生

态环境实现整体好转。

在黄河流域，甘肃启动实施水源涵养、水

土保持、节水治水等重点生态项目，扎实推进

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谋划启动黄河干流生

态廊道建设，使流域生态功能出现积极变

化。在长江流域，甘肃持续加强“两江一水”

综合治理，加快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水源涵

养功能明显增强。在内陆河流域，甘肃坚决

整治祁连山生态破坏问题，全面完成保护区

内矿业权、水电站、旅游设施项目分类整改，

祁连山生态保护“由乱到治、大见成效”。

从 2012 年到 2021 年，甘肃省累计完成植

树造林 4321.21 万亩，草原种草改良 6517 万

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2015 万亩。白雪皑皑

的祁连山正在恢复昔日的宁静、和谐与美丽，

像 一 扇 窗 口 展 示 着 甘 肃 生 态 建 设 的 最 美

底色。

厚植“一方产业”

近日，在武威市古浪县 30 万千瓦立体光

伏治沙产业示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忙着安

装光伏板支架和组件。不远处，装好的光伏

板下长着梭梭、柠条、骆驼刺等沙生植物。甘

肃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党钢飞说，

该项目占地 1.3 万亩，光伏板下面铺了土壤，

可以种植防沙植物、养殖禽类，未来能让沙漠

荒滩变成生态产业发展的绿洲。

今年 3 月份，由国网武威供电公司创新

提出、武威市政府主导实施的“沙漠能源生态

圈”项目开始试点。项目利用沙漠资源，通过

“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治沙改土、

乡村振兴、工业旅游”的“光伏+”绿色生态产

业模式，进一步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今年上

半年，武威市新能源累计发电 22.11 亿千瓦

时，占全市总发电量的 54.46%。

近年来，甘肃以“两山论”方略厚植“一方

产业”，致力于打通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

银山”的转化通道，促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

业化。特别是抢抓“双碳”战略机遇，大力发

展新能源产业，甘肃正在从“风光大省”向“风

光强省”转变。到今年 6 月底，全省新能源并

网装机达到 3200 万千瓦，占全省装机总量的

比重达到 49.6%，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说，在推进

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的同

时，甘肃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现代寒旱特色农

业、新能源等生态产业，使生态财富加速转化

为经济财富。

随着重点产业链不断做大做强，新能源

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

新兴产业逐步壮大，2021 年年底，甘肃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数

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分别达到 51%、47.8%、43.2%；全省高技术

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的比重分别达到 6%、10%。

抓好“一件大事”

作为全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之一，甘肃

省生态环境极敏感区域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12.14%，超过 50%的国土面积位于自然灾害

高发易发区。为此，甘肃省启动实施生态及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这件大事”。

在山丹县清泉镇永宁新村生态及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安置点，闫芳一家过上了新生活。

“以前在家种地，农闲时节到处找零活干，收入

不稳定。现如今在家门口的产业园区就可以

务工，月收入在 4000 元以上。”闫芳回忆说，以

前住在祁连山下的霍城镇泉头村，海拔2400多

米，气候高寒，基础设施条件差，孩子上学、老

人就医都不方便。在永宁新村，学校、医院、市

场、商业网点以及社区服务一应俱全。

据了解，在永宁新村安置点周边，地方政

府统筹布局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了现代农

业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园、农业农村发

展示范产业园，为搬进来的群众创造就近就

业务工条件。

今年以来，甘肃各地立足实际，尊重群众

意愿，在政策落实、选址规划、群众发动、设施

配套、产业帮扶等方面探索出各具特色的模

式。张掖市按照“基础设施集中建设、农民群

众集中安置、公共服务集中配置、特色产业集

中布局”的模式，将 5 年规划期内的集中安置

点统一开工建设；平凉市围绕搬迁群众“留得

住、能致富”，创新“一区一间一库一厂一园一

地”的“六个一”增收渠道，因人施策落实就业

帮扶措施；民乐县着眼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将

受灾群众分类分批安置到“两城三镇”，正在

加快形成“小县大城”的发展格局。

任振鹤表示，在去年完成舟曲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 850 户 3495 人入住兰州新区的基础

上，今年制定《甘肃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

迁 实 施 方 案》，计 划 5 年 搬 迁 26.43 万 户

103.95 万人，今年将完成 4 万户 15.85 万人的

搬迁，让群众搬进安居乐业的新家园，开启幸

福生活的新篇章。

﹃
共享工厂

﹄
助力中小企业转型

刘

成

日前，“共享”星航绿色密炼中心

项目在青岛平度市明村镇竣工投产。

该项目是由当地 20 家轮胎企业合资

建设的，可年加工母炼胶、终炼胶 20

万吨，实现年产值 20 亿元。这是同行

业内首个“智慧化共享工厂”，将从源

头上解决橡胶轮胎生产污染问题，对

当地现有橡胶密炼产能进行赋能升

级，加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共享工厂”是对中小企业转型升

级的新探索，特别是对那些环保压力

大、投资大的行业，以及同类企业较多

的区域，具有借鉴意义。

就轮胎行业的密炼工序而言，过

去不少中小轮胎企业设备简陋，员工

要在高温和重气味、重粉尘环境中工

作。要彻底破解这个问题，就要上马

先进的智能化设备。但巨额的投资又

往往是中小企业难以承受的，特别是

这个工序一般不会满产，挡住了不少

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共享工厂”无疑是破解这个难题

的新招。多家企业共同投资，解决了

一家企业投资负担重的问题；多家企

业共同使用，解决了产能闲置的问题，

能够让效率更高。据悉，这个“共享”

密炼中心可使生产效率提升 15%、能

耗降低 20.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下降 51.1%。

另外，“共享工厂”对一些新问题

也提出了解决方案。譬如，密炼工序

毕竟也是企业赚钱的组成部分，怎么

平衡？根据各个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投

资来确定股份构成，也就解决了。其

实，无论多细致的股权构成，也难以做

到绝对公平。这需要企业负责人有大格局、大胸怀，不计较

点滴得失，算大账、干大事，如此才能拧成一股绳，完成大转

变。再如，产能万一不足或者企业有紧急订单，生产派工安

排不上怎么办？青岛这个“共享工厂”的办法是，靠牵头企

业的规模来弥补。这个项目的牵头企业是当地一家链主企

业，产能很大，即使出现产能不足情况，也可以在其生产基

地调拨，确保满足企业需求。这说明链主企业的重要性，整

个产业链的转型升级需要大企业有担当，主动承担起链主

企业赋能中小企业的重任，才能破解各种转型难题。

当然，这种“共享工厂”也是有边界的，就是要在同类企

业扎堆的特定区域共建，才能效益最大化。“共享”之花能在

明村镇结果，就是因为这里是山东省的橡胶轮胎特色产业

镇，各种轮胎产能达 1200 万条。有如此密集的企业群，才

有了“共享工厂”的基础。除此之外，要实现“共享”还需要

政府的推动。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转型升级缺乏急迫感，

让企业自己砍掉污染源花钱转型升级恐怕很难。

南陵县南陵县 LL44 级无人快递级无人快递

配送车队发车配送车队发车。。高涛涛高涛涛摄摄

图为戈壁采砂乱石滩改造而成的张掖市甘州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图为戈壁采砂乱石滩改造而成的张掖市甘州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杨艳敏杨艳敏摄摄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高 妍

日前，大型收割机在河北省南皮县冯家口镇中上桥村田间收割苜蓿。近年来，南皮县推进

土地集约经营，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目前，全县有 800 余个农业专业合作社和 300 余个家庭农

场均采用土地集约经营模式，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鲍俊秀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