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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生活，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

着党的使命。长丰（双凤）经开区下大力

气做好民生建设，加大在民生领域的支

出，让群众在点滴变化中体会到满满的

获得感幸福感。

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坚持把改善生

态环境作为园区发展的着力点，大力实

施园林绿化提升工程：围绕板桥河沿

线、淮南铁路沿线、阜阳北路沿线三大

“绿线”及大房郢水库，建成百亩精品游

园、千亩竹海、万亩生态湿地；依托碧水

蓝天工程，实施蒙城北路三座泵站改造

提升工程，梅冲湖沿湖公园、阜阳北路

沿线绿化精彩亮相，板桥河全线达标排

放，谷河路、金翠路净化站成功运营；积

极开展南淝河综合治理工程，投资10亿

元全面启动大房郢水库上游综合治理、

板桥河流域截流调蓄、生态湿地修复工

程建设。

全面优化社会民生。坚持发展为

民、为民发展的原则，全力推动社会民生

事业再上新台阶：累计投入30亿元实施

安置房建设，陆续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不断优化提升管理平台系统，扩容智

慧平台机房建设，打造三级智慧管理平

台体系，全力推进“智慧社区”平台建设

和“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全面推进城市

管理“街长制”建设，创新城市精细化管

理模式，构建权责明晰、管理优化、执法

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社区邻

里中心全面布局，教育资源优化升级，文

体设施不断更新。新建凤梅、凤霞、阿奎

利亚等3所社区养老服务站，实现养老服

务指导中心、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站覆盖

率100%。

在新征程中，长丰（双凤）经开区将继

续奋发图强，以新思维适应经济新常态，

以新举措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以新姿

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在全省

开发区中争一流，全力创建国家级开发

区，在合肥“五高地一示范”建设中作出更

多贡献，为全县实现“双千亿”目标和打造

“三区一中心”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长丰（双凤）经开区
在安徽省“准国家级”经开区考核中“三连冠”

近日，安徽省商务厅对外发布2020年安徽省进入国家级经开区培育期的省级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长丰（双凤）

经开区综合排名第一，实现全省“准国家级”经开区排名“三连冠”。尤其是在对外贸易、产业集聚、科技创新、生态环保、行政效能方

面，处于领先水平。据初步统计，2020年，长丰（双凤）经开区预计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战新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4%，规

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限上商贸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10%。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近年来，长丰（双凤）经开区围绕“晋升国家级经开区”目标，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机遇，狠

抓产业支撑、改革推动、开放带动、创新驱动、产城融合，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为早日晋升“国家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明俊 本报记者

“刀刃向内”持续改革
培育高质量发展肥沃“土壤”

近年来，长丰（双凤）经开区已实现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等零的突破，先后

获得国家级第二批创业创新特色载体、全国文明单位、国家级

绿色生态园区、国家级数字智慧园区等“国字号”荣誉称号。通

过“刀刃向内”的持续改革，长丰（双凤）经开区营商环境不断改

善，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培育出高质量发展的肥沃“土壤”。

当好“金牌店小二”。推动“放管服”改革向更深层次、更广

领域开展：针对土地指标、公共服务、融资需求等内容，补短板、

锻长板，做到“有事不撒手、无事不插手”；实施上市企业培育工

程，提高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参与度，鼓励企业利用资本

市场融资解困、提能增效；实施百家信用评级企业培育计划，加

强园区信用建设，提高企业综合竞争能力和自身融资能力，优

先鼓励规上工业企业建立信用记录，开展信用等级评价。

打造合肥北城开放新高地。作为合肥“1331”市域空间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丰（双凤）经开区着力打造高层次、

国际范的对外开放平台，按照“产城融合、智慧城市、生态城市”

的理念规划，建设安徽中日（长丰双凤）国际合作先进制造产业

园，构建“一镇、两区、多元”规划格局，重点布局工业产业、日本

特色小镇、科技研发和生态生活等板块，打造新型宜居宜业的

多功能产城共融园区。2020年，园区签约项目50余个，协议

总投资120亿元以上，其中亿元以上签约项目20个。

创新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动力。长丰（双凤）经开区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

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通过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实现经济总量和发展质

量“双提升”。

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深入应用，着力

推动园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按照“培育-发展-壮大”的思路，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主体发展，科技型企业的专

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不断上升，知识产权运用能力不断增强；积

极引导、致力打造一批坚守专注、深耕细分领域、掌握关键核

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截至目前，“专精

特新”企业数已近60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有5家。

加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拉

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全产业链，提升园区产业质地：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一批具有战略性、前

瞻性产业逐步成长壮大；相继成立了新材料、高新技术服务业、

智能家居等10个产业联盟；新能源汽车永磁电机产品总部基

地、中科合肥智慧农业“硅谷”、车载玻璃面板和第三代半导体等

热门产业相继落户园区。

截至目前，长丰（双凤）经开区已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80家，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2个，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各类

研发机构135个，各类示范企业60家，安徽省质量奖11个，智

能工厂5家，数字化车间39个。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加速布局“战新产业”

民生再提升
描绘幸福生活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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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和电器生产车间（资料图） 章一宏/摄

京东流水线（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