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④4月20日航拍的凤阳县小岗村。 安徽日报记者范柏文摄

④④

③4月19日，在中信渤海铝业（滁州）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在生产铝
合金挤压型材。 安徽日报记者范柏文摄

③

①4月20日，在位于凤阳经开区的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
司车间，自动化产线生产光伏玻璃。 安徽日报记者范柏文摄

②4月20日，在位于凤阳经开区的正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AGV
机器人在运输光伏电池片。 安徽日报记者范柏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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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滁州，很多
人会想到《醉翁亭记》
中“环滁皆山也”的美
好，而如今的滁州，正
凭借总投资超3000亿
元的 130 余个落地或
在谈光伏重点项目，
跟随“光”的脚步，抢
滩光伏产业新赛道，
嬗变成“光伏之都”。
去年，滁州市先进光

伏和新型储能产业产值突破千亿元。
阳春四月，万物竞发。当前，滁州正加速推进光伏产

业发展，聚链成群，处处涌现出高质量发展的热潮。

■推进重大项目，激发“链”式集聚效应

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是推进能源革命、确保能源安
全的战略支撑，在“碳中和”大背景下，以光伏和储能为代
表的新能源，是可再生能源的主力，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
新兴产业之一。

当前，滁州借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风”，正加速打
造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一个个重大项目落地滁州。

4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滁州经开区的天合储能
（滁州）有限公司。在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质检工人
们正在检测刚刚生产的储能电池。待检测合格后，这批
电池将销往海外。

“我们采用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通过工业互联网
实现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新一代信息
数字技术能力使滁州基地具备全球领先的‘柔性智造’水
平。”天合储能滁州基地相关负责人吴恺介绍，电芯生产
要经过电极、装配、化成3个制造车间共21道工序，相关
的信息会及时反馈到电芯智能制造数字化运营平台，屏
幕上图表数字不断跳动，实时监控各车间生产情况，为电
芯制造保驾护航。

天合储能滁州基地去年3月一期建设投产，如今一期
12GWh储能电芯项目已全部完工并具备Pack和系统集
成生产能力，产品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及地区。该基地
二期16GWh储能锂电池及储能研发中心项目、300MW/
600MWh储能电站项目也正在规划建设中。

近年来，滁州经开区把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作为园区

首位产业，围绕“链”上招商、“链”上服务，激发“链”式集聚效
应。隆基乐叶、天合储能等光储头部企业纷纷落地扩产，福
斯特、瑞达、中信渤铝等产业链企业纷纷配套布局，已构建起
从电池、组件、边框、封装胶膜直至下游光伏电站、储能应用
等日趋完整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条。如今，该产业有规上工
业企业13户，体量占园区比重达35%。2023年，园区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8.9%，全年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50个，其中百
亿级项目2个，10亿元以上项目7个。

■背靠“石英之乡”，聚力建设“千亿硅谷”

制造光伏组件，光伏玻璃是不可替代的重要辅材，而
要生产光伏玻璃，则离不开石英砂。

滁州市凤阳县是著名的“石英之乡”，石英砂资源覆
盖面积达80平方公里。近年来，随着光伏产业的迅猛发
展，凤阳县围绕“打造全国光伏制造基地”这一目标，锚定
千亿级产业链条，打出系列“组合拳”，推动光伏产业链逐
步向着更高端、更完整的方向延伸。

4月20日，记者在位于凤阳经开区的安徽福莱特光伏
玻璃有限公司看到，工人们正在对刚加工好的玻璃进行
打磨处理。

福莱特玻璃集团是国内光伏玻璃生产企业巨头之
一，2016年落地凤阳，总投资200亿元，成立了安徽福莱特
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公司四期年产150万吨新能源装备
用超薄超高透面板制造项目一窑刚刚点火投产，五期项
目正在推进中。

“福莱特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亿
元以上，带动就业超过8000人。”福莱特公司行政副主任
张永杰告诉记者，公司率先实现光伏玻璃的国产化，在光
伏玻璃的配方、生产工艺和自爆率控制等关键技术方面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选择凤阳主要是看中这里优质的石英砂资源。凤
阳的石英砂矿储量大、品质高，完全可以满足企业的生产
需求。”安徽福莱特产业园办公室主任詹小伟说。

同样位于凤阳经开区的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光伏电池组件的智能制造企业。企业负责
人李龙庭介绍，公司自去年9月起就一直处于满产状态，
每天下线光伏电池340万片。截至去年底，该公司一期项
目的营业收入达9.62亿元，目前二期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凤阳县用活“基金招商、平台招商、以商招商”等方
式，布局光伏全产业链，积极打造产业集群，紧盯行业龙

头招大引强。截至目前，全县已招引集聚光伏企业超过
50家，总投资超500亿元。

“我们聚焦延链补链拼项目，招新引优，做大做强先
进光伏、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确保全年新开工、新
投产亿元以上项目分别超50个、40个，省外到位资金超
200亿元。”凤阳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刘军义介绍，该区目前
光伏玻璃产能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依托这一优势，越来
越多上下游企业落地凤阳。

■打造“亭满意”，赢得企业“挺满意”

优越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产业
链集群建设的重要一环。

“当初通过各方面综合考量，最终选择落户滁州。”天
合储能（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春涛说，随着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滁州的区位优势愈发凸显，选
择在滁州投资便于同常州、上海基地更好地协同发展。
此外，滁州产业优势明显，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有较为完
整的产业链。

作为滁州市光储产业的明星项目之一，天合储能从选
址到投产下线，在相关部门的帮扶下，仅用了短短7个月。

“现场办公解决问题特别快。”张春涛表示，在整个项
目建设过程中，“早餐会”、周会、月会等制度在企业与政
府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经开区管委会领导时常上
门走访，为企业解决了不少问题。

“在凤阳投资，我们感受到了开工即投产的‘凤阳速
度’，也感受到政府跟企业的发展目标是同频共振的。仅
用68天就为厂区新建了一座110千伏变电站。”李龙庭表
示，企业2022年12月开工建设，2023年6月初首片太阳能
电池下线，仅用时170余天。

滁州市坚持链式发展路径，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光伏产业链链长，抓龙头带动，支持隆基、正泰等头部企
业持续扩大投资，打造“链主”企业群。抓延链补链，发挥
龙头企业磁吸作用，积极引进产业链配套企业，形成硅
片、电池片、光伏玻璃等完整产业链条，全力打造安徽省
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第一城。

此外，滁州市积极打造“亭满意”一流营商环境品牌，
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率先推行365 天“不打烊”服
务，设立企业“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试点“证照并销”“一
业一证一码”等各项改革，聘请企业家担任“营商环境体
验官”，进一步优化为企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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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依托石英砂资源优势，构建完整的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链——

光伏之都追“光”逐“链”
安徽日报记者罗晓宇 罗 宝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春日和煦的阳光里，在凤阳小岗村“当年农家”
景区，国家级非遗凤阳花鼓表演《凤阳歌》，曲调
悠扬、唱词生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打卡。

“当年农家”景区包括农家院落、农趣体验
园、当年小岗24户场景再现、茅草房体验式民宿
等4个部分。

一墙之隔，“当年农家”与小岗村新居形成
了鲜明对比。通过茅草房建筑群落和生产生活
用具等实物展示，再现了二十世纪60年代至80
年代的生产生活场景，使人们穿越时空、收藏时
间、留住记忆。

40 多年前，小岗村 18 位农民按下红手印，
率先在全国搞起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
村改革的序幕。40多年后，当人们再次走进这
片院落，穿梭在今日小岗村的宽阔大道上，不禁
感叹时代巨变。

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近年来，小
岗村不断创新旅游运营机制，推进“旅游+教育”

“旅游+农业”“旅游+体验”等模式，丰富运营内
容，开拓研学市场，策划特色活动，开发旅游商
品。“当年农家”二期、小岗村宿相继投入运营，
国家级研学基地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先后成功
举办过中国农民歌会分会场、“万人游小岗”“小
岗葡萄文化旅游节”“全省自驾游大会”“二十四
节气里的滁州味道”主题市集等文化旅游活
动。2023年，小岗村接待游客23.17万人次，经
营收入1156.82万元。

“小岗村以国家5A级景区创建为抓手，不
断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积极推动乡村旅
游、教育培训、现代农业及品牌运营等产业提质
升级，持续推出新活动、新产品、新业态、新路
线，推进小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凤阳县委
常委、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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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
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
琊也……”4月21日，在滁州琅琊
山景区同乐园，参加“景区课堂”
研学活动的同学们正在朗诵古文
名篇《醉翁亭记》。

循诵读声望去，景区内，一面
斧凿刀削的山体刻着“意不在酒”
等书法字体，围之以林木繁荫，衬
之以亭廊楼榭，有一种“世外桃
源”般清新脱俗之美。

“这片摩崖石刻山体，原来是
开山取石炸出来的采石场，因为
石头宕口与景区内古朴幽静的环
境格格不入，景区对其进行了生
态修复和治理，做成了新景观。”
琅琊山风景名胜区景区服务中心
副主任江凯告诉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琅琊山景区加强环境
治理，拆迁（除）景区内违章建筑
和临时搭建物，净化、美化、优化
景区环境。

1998 年，琅琊山景区因地制
宜，利用开山采石废弃的宕口开
发兴建同乐园景点，一条琅琊古
道的整修也充分体现了修旧如旧

的原则，既古朴又实用。同乐园
建筑方案是由东南大学古建筑研
究所著名教授潘谷西设计，分东
西两院，以亭廊相连，动静相宜，
整体布局严谨，取法自然，错落有
致，园内一树一石都是在原址上
的合理运用，间以种植多种花卉
树木，使园区环境与周围山水相
辅相成。

江凯介绍，同乐园位于醉翁
亭西400米处，同乐园之名取欧阳
修《醉翁亭记》中“醉能同其乐”之
意，园内的“欧阳公馆”为欧阳修
纪念馆的主建筑。

2013 年，琅琊山在全国首创
《醉翁亭记》“景区课堂”模式，如今
每年有10万人次的中小学生来此
研学，将语文学习与自然美景结
合，在游中有所学，在行中有所思。

作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景区
和长三角休闲度假旅游康养目的
地，去年，琅琊山景区接待游客约
300万人次，核心景区实现直接收
入 4500 多万元。今年 2 月，琅琊
山景区被正式确定为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

废弃石场建成新景区
安徽日报记者罗 宝 罗晓宇

日前，记者走进滁州市天长市郑集镇
文化产业园，一家家生产画架、颜料、画材、
纸品等美术产品的企业正全力生产，工人
忙碌的身影、机器的作业声、木材及油墨的
香气交织，勾勒出一幅动人的文化产业发
展画卷。

郑集旧称向阳公社，纪录片《广阔天地
向阳花》即拍摄于此。郑集镇文化中心始
建于 1979 年，1990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文
化站”。

作为全省知名的书香小镇，郑集镇在繁
荣群众文化活动的同时，围绕“画”字做文
章，集聚了国内画架龙头企业双丰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颜料龙头企业嘉丰画材、纸品企
业雪山纸业等 20 多家文化企业，构建了画
架、画框、画笔、颜料、画本、画纸等全系列美
术产品。

“这一款是榉木画架，带前倾功能，卡扣
式升降让操作更加简捷，滑块上下可调节，
可支撑一米多的大画，很受市场欢迎。”天长
市双丰文化用品有限公司销售人员俞秋云
向记者介绍企业的一款产品。据她介绍，

1998年时，公司还是当地一家生产木制家具
的作坊，后来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当地画
架龙头生产企业，拥有木制画材、益智玩具、
婴童用品、木制工艺品等四大系列300多个
类别产品，七成产品出口，去年实现销售收
入1.5亿元。

双丰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的快速发展吸
引了沪苏浙等地一批美术画材生产企业陆
续落户郑集镇，形成集群效应。郑集镇因
势利导，规划建设了 800 多亩的文化产业
园。2023 年，园区文化及相关产业主营业
务收入约15亿元，出口创汇约1.24亿元，年
创利税近1亿元，并解决了本地及周边大批
群众就业。

“目前，镇里产业发展不仅局限于美术
产品生产，还招引了诸如干花、宠物玩具、智
能玩具等文创产品生产企业，文化产业规模
进一步扩大。”郑集镇工业指导站站长唐剑
锋告诉记者，该镇将构建集文化用品生产设
计、文化交易展示、文化体验休闲为一体的
全产业链文创产业体系，打造文化创意产业
园和“美画”乡村振兴示范区。

书香小镇做活“一幅画”
安徽日报记者罗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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