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省率先试行工业项目用地“周转池”制度，让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率先探索“科技副总”引才机

制，破解企业引才难、留才难问题；创新设立“政商恳谈会”机制，解决企业“燃眉之急”……近日，记者跟随

“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采访团来到宣城市，探秘当地诚意满满的“让企业家在宣城站C位”，努力打造

全省一流、全国领先的营商环境高地的进取之路。 记者 吴承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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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筑巢引凤”优环境，让企业放心“安家”

“周转池”破解用地难

总投资107.5亿元的宏润新能源产业园项目为宣城

市宣州区首个百亿级项目，也是该区历史上单体投资最

大的项目。该项目自2023年 3月7日正式签约，4月16

日启动首期5GW高效光伏电池组件车间改扩建及机电

安装工作，到8月22日4条生产线全面投产，仅用了168

天，刷新了“宣城速度”。

今年4月15日，在宣城宏润新能源产业园内的5GW

高效光伏电池组件项目生产车间里，只见四条流水线全

面生产，一排排自动化机器有序排列，机械手和传送带

运转不停，把一片片加工后的太阳能电池片准确无误地

传送到下一道工序。经过划片、串焊、层压、削边、装框、

接线盒安装、IV测试等四十多道工序后，一片片晶硅太

阳能电池片变成一块完整的高效光伏电池组件。

“我们在选址进行二期建设的时候，一直没有落实项

目用地。”宏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宏润泰阳生产副总

经理章伟说，在了解到企业的困难之后，当地把二期项

目用地通过“周转池”完成相应用地指标划转。

宣城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江爱青介绍，所谓“周转池”

就是将全市各县市区及各园区暂未使用的存量土地和

各类用地计划指标集中起来，通过全市一盘棋来统一调

配。当前，各地建设项目的土地要素资源保障配置率仍

有待提高，一方面存在项目招商落实后急需审批新增用

地，出现“项目等土地”的情况；另一方面，各县市区、各

园区又存在存量土地资源盘活利用程度不够，出现“土

地等项目”的情况。江爱青表示，宣城市在全省率先试

行工业项目用地“周转池”制度让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利

用，向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力度大的县市区倾斜，确保

重大项目、重大产业、重大招商引资企业获得精准高效

的土地要素保障服务。

“恳谈会”按下重启键

“我今年61岁了，要不是有这么好的营商环境，可能

就不会再出来创业了。”宣城市宣卫卫浴有限公司（简

称：宣卫卫浴）负责人皮国才感慨地说。

4月15日，记者走进国家智能卫浴产业转型升级基

地——安徽宣州寒亭工业园内的宣卫卫浴，了解企业从

停工到重启的涅槃故事。

皮国才介绍，2019年，由于靠近主城区的老厂房征

迁，公司决定在寒亭镇投资建厂。2020年4月17日，新

厂正式动工，却因资金周转不足，该项目按下了暂停键。

忧虑之下，宣城市把营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要素资

源，创新设立“政商恳谈会”机制解了皮国才的燃眉之

急。2023年3月，宣城市委市政府召开的第三期政商恳

谈会上，皮国才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讲述了企业面临

的资金困难。此后短短15天时间内，在政府引导和金融

机构支持的合力下，企业走出了停工近三年的困境。

宣卫卫浴的涅槃重生，从一个小小侧面证明了宣城

市委亲商安商的决心雷霆万钧，见证了宣城市营商环境

持续向善的局面呼之欲出，激发出宣城各界高质量发展

的信心更是弥足珍贵。

截至目前，宣城市委已经召开了16期政商恳谈会，

形成了制度化的安排，以市委为示范的各级政府政商恳

谈常态化机制已经形成，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春风已送

入千企万户。

把企业的“心上事”变成政府的“上心事”，不仅企业

“点菜”更需政府“端菜”。“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皮

国才说，企业在营商环境优化的春风里，一定会倍加珍

惜发展的大好机会，以更加出彩的业绩交出营商环境优

化的宣卫答卷。

“引才制”注入新活力

安徽云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华智能装

备）是一家集工业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应用为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

4月16日上午，记者来到该公司，公司科技副总刘勇

正在带领两名实习生对钢结构智能轻焊工作站进行工

艺参数调校。

这款钢结构智能轻焊工作站产品是刘勇团队在云华

智能开发的第一款产品，由移动底座和机器人构成，主要

应用在桥梁、船舶和工程机械等大型钢结构焊接领域。

据悉，刘勇是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机械教工党支

部书记，自2023年初受聘为安徽云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科技副总以来，围绕技术攻坚、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和协

同育人开展了大量工作。

据悉，2023年以来，宣城市把深化科技人才融合作

为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攻坚的重点内容，积极对标长三角

先进地区，在全省地级市率先探索“科技副总”引才机

制，破解企业引才难、留才难问题，为“科技之花”注入

“人才活水”。其中，2023年首批已选派21名“科技副

总”，力争三年内实现“2+3+4”产业重点企业全覆盖。目

前，宣城市相关典型经验做法已在全省复制推广。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前3月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9.8%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实习生 朱佳

玲）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1～3月，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88.2亿

元，同比增长29.8%。

数据显示，1～3月，采矿业实现利润

总额62.2亿元，同比下降13.4%；制造业实

现利润总额372.4亿元，增长40.3%；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

额53.7亿元，增长38.4%。

从主要行业利润来看，汽车制造业增

长2.6倍，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

长 58.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51%，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增长42.4%，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23.6%，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47.3%，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下降 19%，医药制造业下降

13.5%，专用设备制造业下降10%，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扭亏转盈，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亏损减少。

星报讯（记者沈娟娟实习生朱佳玲） 记者从合肥市统计

局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市生产

总值2772.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6%。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54.7亿元，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882.3亿

元，增长8.5%；第三产业增加值1835.1亿元，增长2.7%。

人均可支配收入16043元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43元，同比

增长6.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40元，增长5.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185元，增长6.7%。居民生活必需品

供应充足、市场价格总体稳定，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持平。

截至3月末，全市实有经营主体171.23万户，同比增长9.5%。

先进制造业引领增长

记者了解到，一季度，合肥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较去年全年加快1.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42.4%，占规上工业比重达32.5%，同比提高7.5个百

分点。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9%，占规上工业比重由去

年同期的63.1%提升到65.7%。电子信息、家用电器产业引领

发展，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家用电器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56.7%和17.2%。

智能消费增长较快

一季度，合肥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01.2亿元，同比增

长 2.9%；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592.01 亿元，增长

2.5%。“线上消费场景推动需求释放，消费商品迭代升级，智能

产品消费升温。”

合肥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智能消费较快增长。从商品类

值看，智能手机、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2.6%

和9.1%；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23.3%，占全市限上零售额的

7.5%，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

出行服务持续回暖

1～2月，合肥规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74.44亿元，同比

增长13.9%，较去年全年加快4.4个百分点。

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行服务持续回暖，铁路、航

空运输业营业收入增长15.9%和30.2%。此外，商务需求明显

增多，广告业、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业、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

营业收入分别增长42.8%、55.5%和1.8倍。76户亿元企业实现

营收241.58亿元，同比增长20.3%。

合肥一季度GDP2772.1亿元，同比增长4.6%

刘勇带领实习生调校工艺参数

皮国才介绍生产设备

宣城宏润新能源项目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