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扛起体积远超自己的花篮，穿梭在生
产线之间，精准运输到指定位置……日
前，记者在滁州经开区东方日升高效电池
及光伏组件项目的电池车间看到，一台台
30 厘米高扁平状的 AGV（自动导引运输
车）正紧张有序给设备上料、下料，车间难
觅人工身影。

“这个车间有13道工序，由AGV转
运的有 11 道。电池车间的料，就是电
池片花篮，每个花篮大概 20 斤，一台
AGV每次可以搬运10个花篮。”东方日
升智能制造业务经理张涛告诉记者，电

池车间满产电池片可达 220 万片/天，花
篮货架车有650台，一共有215台AGV在
车间里工作，“哪个设备需要物料了，
AGV搬运车就把花篮搬过去。工序完成
好了，再把花篮搬到另一个设备那，进行
下一个工序。”

（下转第三版）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加速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登“云”用“数”助力企业“加速跑”
全媒体记者喻 松

开栏的话：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全市各地各部门积极贯
彻落实市委七届六次全会部署和市两会要求，紧盯
打造长三角“四个地”、建设“七个强市”目标，紧抓快
干、奋勇争先，皖东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蓬勃
发展的崭新气象。即日起，本报开设“新春走基层”
专栏，记者深入生产建设一线和人民群众身边，开展
全方位、多角度、全媒体式采访，深入宣传各地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进展成效，着力反映人民群
众幸福美好生活，充分展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良
好态势和亮点成就。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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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滁 州 市 委 主 管 主 办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在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的新征程上，滁州以团结凝聚磅礴力量，以奋斗
书写崭新篇章，奏响了在全省争先进、在长三角
创一流的时代强音。

这是一组振奋人心、提振士气的“第一”数
据——

省辖市“赛马”评议以来，滁州经济运行连
续 7 个季度全省第一，创新型省份建设连续两
个季度全省第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省第一；
南谯经济运行3次居全省第一，天长、来安、凤
阳各1次居全省第一。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居全省第一，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稳居全省第一，
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居全省第一，
水产品产量居全省第一，全国气候投融资试点
投资金额居全省第一，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居全
省第一，创成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入选示
范数量居全省第一……

这是一张砥砺前行、开拓奋进的亮丽答卷
——

今天的滁州，经济总量稳坐“安徽第三城”，
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中国科创中心百强、
全国外贸百强城市，蝉联全国最佳引才城市，正
锚定打造长三角“四个地”、建设“七个强市”奋斗
目标，以八大产业链“链长制”为抓手，发力“新三
样”，疾驰“新赛道”，瞄准世界光伏之都，奋力争
当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全省第一城、动力电
池产业全省第二城、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省第三
城，努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多作滁州贡献。

一组组夺人眼球的数据，一项项引人注目
的举措，一串串催人奋进的硕果，彰显了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市政府团结带
领全市人民破除重重阻碍，闯过道道难关，用汗
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奋力走出新时代
滁州高质量发展新路。

抢抓最大机遇
加快打造长三角“四个地”

省委书记韩俊强调，要深入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坚

持上海龙头带动，学习沪苏浙之长，努力形成更
多标志性成果，加快推动形成全省全域全面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2023年6月28日上午，全国首条跨省城际
铁路滁宁城铁（滁州段）正式开通运营，这是一
个历史性的时刻，10年谋划，5年建设，“城铁”梦
圆。作为长三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
标志性项目、滁州开放发展的“一号工程”，这一
连“滁”接“宁”的“火凤凰”，正以风驰电掣的“滁
州速度”，越滁河、向长江、通大海，缩短滁州与

“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彰显了滁州主动融入国
家战略的使命担当。

这只是滁州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生动缩影。

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全市上下
有着高度的思想自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滁州
的最大机遇、最大势能、最大红利，要扬滁所长、
主动作为、大胆突破，努力形成更多引领性、标志
性成果，加快打造长三角的产业辐射腹地、高端
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康养旅游目的地和吸引人
才的集聚地。

聚焦“六破六立”，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对标沪苏浙、学习新经验，把思想大
解放、环境大优化、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任
务大落实落到实处。2023年8月23日至24日，
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湖州、上海市杨浦区和徐
汇区学习考察，两地登高望远的大思路、争先进
位的大气魄、敢为人先的大手笔、海纳百川的大

作为让党政代表团深感震撼、印象深刻，21名市
直单位和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滁州日
报》头版刊发署名文章，取他山之石借鉴，借东
来之风谋篇，谈思路、话举措、立目标、定任务。

主动靠上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去。近
三年，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近 20 次率队赴南京、
苏州高位推进合作事项，互动频次之高，前所
未有。通过与沪苏浙的密集对接，达成了一
批深化合作事项，建立了与沪苏浙城市城区
和园区的常态化对接合作机制，共同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三季度省“赛马”评
议中，沪苏浙在滁投资亿元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居全省第一。

借东风、搭快车、抓机遇，滁州一体推进“2+

3+N”合作平台建设，让一块块试验田热潮涌
动、活力迸发。顶山-汊河、南谯-浦口省际毗
邻地区新型功能区正在“加速跑”，已落户亿元
以上项目91个、总投资近840亿元，其中50亿元
项目2个、百亿元项目3个；南京与定远、凤阳、
明光共建3个产业合作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主
导产业引育正在加快步伐，宁滁的手牵得更紧、
心贴得更近；中新苏滁高新区全年新签约亿元
项目40个，协议总投资同比增长47.4%，百亿元
项目实现新突破，新引进长三角地区项目和投
资额占比分别达80%、72%，创历年新高，正着力
打造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拥抱一体化，共享一家亲。一体化发展红
利在医疗、教育、政务服务等民生领域得到充分
体现。南京琅琊路小学等4所中小学在滁设立
分校，5所学校与南京一对一合作，通过合作办
院、设立分院、组建医联体或专科联盟等形式与
长三角医疗机构合作项目200个，市一院、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接入南京12320挂号系统。与上
海嘉定区、苏州吴中区签订长三角区域养老一体
化合作协议，与南京市签订民政帮扶协议。

风劲潮涌，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需策
马加鞭。锚定打造长三角“四个地”奋斗目标的
滁州，找准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连接点、融入
点、突破点，思想观念上全面融入、体制机制上创
新突破、区域板块上深度链接、重点领域上示范
引领，一个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在皖东
大地展露芳颜。

聚焦实体经济
全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省委书记韩俊强调，要开展“投资安徽行”等
系列活动，以扩大有效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走进冬日的皖东大地，生机勃发、热潮涌
动，一处处如火如荼的施工现场，演绎着只争朝
夕的主旋律；一个个争分夺秒的进度工期，跑出
了项目建设的“速度”与“激情”。

（下转第三版）

朝着争先进创一流阔步前进
——2023年以来滁州市经济社会发展述评

全媒体记者施 璇

大寒已过，天气依旧寒冷。然而，位于浦
口-南谯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的晶隆半
导体项目建设工地却是塔吊林立、机声隆隆，
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作为宁滁省际毗
邻区招引的第 3 个百亿元项目，这家总投资
105亿元，致力于为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轨
道交通、智能家居等领域提供所需半导体的
企业，从签约到开工，仅用一周时间，刷新了
项目落地建设的“南谯速度”。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6周年。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

国家战略。2023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
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省委书记韩俊在
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上指出，要深入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词，坚持上海龙头带动，学习沪苏浙之长，努力
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加快推动形成全省全域
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作为长三角27个中心区城市之一、有着
左右逢源区位优势的滁州，是长三角一体化
的实践者、见证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6年
来，滁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
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
神，始终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
最大势能、最大红利，主动靠上去、精准接上

去、全力融进去，紧盯“新三样”、跨上新赛道，
引进好项目、壮大新动能，不断扩大“朋友
圈”、拓展“合作圈”、延伸“产业圈”。一批事
关全局的基础设施工程开工建设，一批百亿
级重特大项目落地生根，一批公共服务重大
事项先行先试，滁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在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伟大进程
中烙下鲜明的“滁州印记”。

先谋后动、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需要以
高标准空间布局规划作为保障。我市与南
京、合肥等地建立重大规划合作协商机制，共
同编制《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合肥都市圈
发展规划》《滁宁一体化发展国土空间战略规
划》等规划20余个，努力实现空间发展规划、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合肥、南京无缝衔接，共
绘一张规划蓝图，为滁州深化“双圈”、融入一
体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下转第三版）

“长”风潮涌乘势起
全媒体记者李邦军

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建 设 现 代 化 新 滁 州

航拍中新苏滁高新区。 全媒体记者计成军摄

新新
春春

真实声音 真情记录

走 基 层

漫步在“四时之景不同”的琅琊
山，寻觅“一代文宗”欧阳修笔下的

“山水之乐”；开车穿梭在玉带蜿蜒
的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感受《皖上
好》里周群点赞的“徽风万韵”；游乐
于新晋的乡野民宿，打卡人气飙升
的网红景点……在这里，你可以与
山水相约，赏环滁美景。第九届中
国农民歌会在沃野流金的皖东大地
热力唱响，让滁州乘着歌声的翅膀
飞越万水千山，扬名四海八方；“Dou
唱农歌会 云端好声音”云上歌会
总决赛奏响“醉美农歌”的网络最强
音，加速滁州在“云端”迅速火热出
圈；“山川共情 文脉同源”宁滁安三
地文化探寻网络主题活动以大明文
化的纽带勾连起滁州、南京、安顺的
历史渊源，开启三地跨域交流合作
的佳话典范……在这里，你可以聆
听“歌声里的滁州”，打开解读皖东
文化新的窗口。滁州，以蔚然深秀
的风景、千年亭城的古韵和热情澎
湃的活力不断带给人们新的惊喜。

2023 年，我市围绕高质量发展
主线，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着力
点，聚焦文化自信自强、旅游为民惠
民和文旅深度融合，持续丰富优质
产品和服务供给，将文化和旅游培
育成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公
共服务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和重要支柱产业，将滁州建设成为
全省文旅重点市、长三角区域文化
特色鲜明的知名休闲城市和旅游目
的地，进一步做活“山水文章”，发展

“美丽经济”，加速助推美好滁州“出圈出彩”。
全年接待游客人数 3680 万人次、旅游收入 330
亿元，均增长70%以上。

赓续文脉，繁荣文艺：守护城市灵魂记忆，
文化森林花繁果硕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2023年以来，我

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赓
续滁州历史文脉，积极推进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挖掘文化遗产多重价
值，探索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新模式，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沉睡在古籍里
的文字“活”起来。

2023年，《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条例》正式发布，为全方位推进
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提供
保障，也进一步加快了滁州申报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的步伐。去年以来，我
市持续推进明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入选长江主题国家级旅游线
路（长江文明溯源之旅），完成明中都
宫城城墙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单申报。完成长江流域文物资
源调查，新增点位23处。新增考古
发掘面积27432㎡，出土文物1526件
（套）。开展主题展览44场，3个展览
入选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
目。举办2023长三角地区非遗文创
产品展，展出产品300余件，线上观
看量超200万人次。创新搭建滁州
文旅直播间，话题曝光量超240万人
次，场均观看量破百万。编纂《滁州
非遗志》初稿，为全省首部非遗专
志。《凤阳花鼓》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
曲艺周展演、全国优秀群众文化巡
演。全椒民歌参加“魅力乌拉特”第
七届西部民歌会，获最佳人气奖和最

佳表演奖。
与此相应，文艺创作园地欣欣向荣、文化森

林花繁果硕。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围绕新时代主题，创作了一批彰显时代精
神、展现文化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舞台剧目，
以地方戏曲展现地域风貌。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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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7日同
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指出，60年前，中法打破冷战坚冰、跨越阵营鸿
沟，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历史事件推动世界格局朝着
对话和合作的正确方向演变，至今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60
年来，中法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战略抉择，始终致力于通过
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通过平等交流促进文明互鉴、通过
多边协调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关系创造多个“第一”、
取得丰硕成果，不仅造福于两国人民，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今天的世界再次走到关键十字路口。面
对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中法作为独立自主大国
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应秉持建交初心，担负责任

使命，共同开辟通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人类发展之
路。我高度重视中法关系发展，愿同马克龙总统一道，以两
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守正创新、继往开来，将中法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打造得更加牢固和富有活力，为增进两国和世
界人民的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马克龙在贺电中表示，60年前法中建交是富有远见的
历史性决定。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危机，法中、欧中更加
需要携手前行，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找到共同解决方案。
2023年是法中关系全面恢复活力的一年，2024年将是法中
合作更进一步的一年。我期待同主席先生一道，推进双边
经贸、人文、青年等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问题上的沟通协
调，不断深化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积极向上的活力开
启法中关系的新甲子。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中法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