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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蜕变中的皖北
谈到皖北，人口密集、经济相对落后、城市发展水平不高，是首先闯入人们脑海中的印象。

12月3日～8日，第三批“走转改”大型联合采访团，前往亳州、阜阳、淮南、六安四市采访。6天的时间，接近3000

公里的行程，从城镇到乡村，从大型企业到基层百姓，从城市建设到民生工程。在这里，记者被皖北振兴的力量所震撼。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景、那些在皖北蜕变过程中一个个鲜活的事例，都深深地印在了记者的脑海中……

小麦被“吃干榨尽”企业尝甜头
安徽日报 冯珉

“以前小麦进厂，只生产一些面

粉、面条类的初级加工品，很多有用的

原料就浪费了，利润还不高。现在上

了新设备，形成完整的循环产业链，不

仅物尽其用，还带来高效收益！”

12 月 5 日上午 9 点，我们走进宿州

皖神面制品有限公司，办公室潘家印

主任说，小麦进厂被“吃干榨尽”，不仅

生产出农产品，还能制成沼气发电。

采访团的记者们被这一工艺流

程迷住了，纷纷围着潘主任仔细盘

问。说起小麦，潘主任浑身来劲：“小

麦一进厂，首先制出谷朊粉、淀粉。

残渣制乙醇，废水变沼气，沼气又再

循环利用发电，可供应全厂 80%的电

力需求呢！沼气发电后的有机肥，又

再‘回馈’大地，用于农作物生产，这

样完整的循环产业链就形成啦！”

皖神公司于 2010 年开建这一 30

万吨/年小麦综合利用深加工循环经

济项目，总投资 5.4 亿元，年深加工粮

食 30 万吨。一期工程已建成投产，预

计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值可超过 15

亿元，创利税 2 亿元，创造就业岗位

2000 余个。整套工艺采用国内最先

进的技术，各产品能耗均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环保低碳，产生明显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农产品深加工带来高效益，让

企 业 尝 到 了 不 小 的 经 济 甜 头 。”潘

主任算了一笔账，项目建成前，1 吨

小 麦 只 能 赚 二 、三 十 元 ，现 在 经 过

深加工，则能超过 1 百元，利润增加

好几倍。

“大家好，我是亳芜现代产业园的

王干劲。”12月3日上午，当亳芜现代产

业园区管委会主任王干劲介绍自己时，

奇特的名字引来在场人的哈哈大笑。

这位48岁的正处级干部，曾经在芜湖身

居要职，后来，根据组织安排，他与12位

芜湖干部一起来到亳州，支援亳芜现代

产业园的建设。招商引资、服务企业、

管理工作……他都是亲力亲为，尽善尽

美的完成。

其实，在亳芜现代产业园，20 名工

作人员，无不对园区充满了热情，满含

干劲。“我们不是去招商了，就是在企业

里，一直都走在推动发展的路上。”一位

工作人员如是说。今年，为鼓起干劲，

该园区的管委会特意将招商局一分为

三，分为招商一局、二局、三局，“拆分的

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他们彼此的竞争，让

他们有压力有干劲。”王干劲说。

亳芜现代产业园从 2011 年开工

建设以来，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目前该园已经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5 亿

元 ，引 进 项 目 25 个 ，协 议 投 资 超 过

110 亿元。

像亳芜现代产业园这种“南北合

作”的模式也在阜阳、宿州落地生根，

为期 6 天的时间里，当记者行走在阜

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宿州马鞍山现代

产业园，看到的都是一幕幕建设的场

面，一寸寸土地都在合理开发，一栋栋

楼房正拔地而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

区正慢慢呈现。

春风欲来春满城
新安晚报 常国水

亳州绿色照明产业园内，安徽巨

鼎产业运营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欧

元春与记者交流起来，“现在很多企业

老总要出去，地方要引进来，主要问题

是如何对接。其实，今天安徽的商机

无限。”作为一名安徽人，欧元春一直

在外经商，但现在除了亳州绿色照明

产业园外，还有一个项目已经在安徽

落地。

“在安徽我转了很多地方，就看

中了亳芜现代产业园的这批干部，他

们理念先进，思想解放，这帮人的手

法魄力比广东还大！”欧元春称，这就

是他看好安徽，看好亳芜现代产业园

的原因。“其实，我以前对皖北不看

好，觉得皖北人懒惰，但现在真正到

了这个产业园后，我发现已经不是这

样，这里的干部非常扎实，确实在做

实事。”

同样的声音，记者在采访合阜产

业园时也听到了，这里的干部抱有同

样的思想观念，合阜产业园的李炳云

副主任称，这个产业园是省政府批准

的项目，“南北共建 振兴皖北”，17 名

合肥公务员被抽调至此，“我们产业园

的建设规划很多都是按照合肥标准进

行，保证高标准规划，高标准建设，比

如我们的绿化就是从滨湖新区建设中

的佼佼者选拔的。”在对待招商引资的

企业，李炳云称，他们的工作思路是

“小政府，大社会”为企业打造一个服

务型的政府。

这帮人的手法魄力比广东还大
安徽商报 吴尚

淮南市北新建材

一根十几厘米长尾端带圈的粗

铁丝，一根五十厘米长的裤带绳，不

到十秒的时间便穿在一条运动裤上，

并结好。干这活的不是年轻人，而是

一位头上白发丛生的老人。在泗县

长沟镇一家乡村产业园的制衣厂里，

正在专注工作的刘雪侠老人引起了

我的注意。

“穿一件能给多少钱？”随口问道

后，我立即感到后悔，会不会问得太

唐突了。

“穿一件给6分，不少了。”正在我

为老人的知足感到心酸而暗骂厂家

心黑时，老人的另一句话让我一愣。

“平时一天至少要穿 800 件，加

点班可以穿 1000 多件。再说了，一

天两顿饭在食堂里吃，还不要钱。

一个月下来，也有 2000 多块钱的收

入。”

“我今年 60 多岁了，每个月还能

挣这么多，多亏了政府的政策好。”

“我身上带了个账本，每天干了多

少活都记在上面，一个月在厂里吃多

少顿免费的饭都记在上面。到了月

底，和老伴一算账，比一比，我这个老

太太的价值也就出来了。”

据了解，泗县长沟镇新型乡村工

业园从 2008 年开始建设，仅今年就实

现产值 8.2 亿元，吸纳农民就业 3000

多人，实现财政收入 600 余万元。农

民的最低人均工资收入是 2 万元以

上。而这些在整个宿州实现产业化转

移的大步伐中，只不过是小小的一个

脚印。

刘雪侠老人的家庭账本
市场星报 雷强 宁大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