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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蚌埠是淮河沿

线唯一一座被河流穿城而过的城市，其发展因

河运码头而兴，蚌埠人对淮河有着深厚感情。

同时，蚌埠是安徽省内老牌工业基地，20世纪曾

在淮河两岸设立大量化工企业，随着产业更迭，

产值低、能耗高、污染大等缺陷逐渐显现。 蚌埠

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21年

10月开始，系统推进总投资53.48亿元的主城区

淮河防洪交通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打造“堤固、

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城市中心公园。

“刚开始，有些老百姓是不支持这项工程

的，觉得做这事就是浪费钱。”蚌埠靓淮河水利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冉凡荣回忆，工程建

设过程中，大家用行动回应质疑，刮风下雨、严

寒酷暑都不停工。

这项工程挑战和难点并存，为此，政府部

门明确治理范围，对河道切滩、拓槽、疏浚、清

淤，实施滨河南路、滨河北路、滩地塑型、生态修

复、湿地公园、群众广场、体育健身场地、跨河交

通桥梁等工程，将淮河文化、双墩文化、大禹文

化等具有蚌埠地域特色的元素融合在规划中，

增强岸线滩涂的观赏性、功能性。治理过程中，

政府部门充分考虑百姓体验感和幸福感，由单

向思维“治水”转为综合思维“兴水”。冉凡荣举

例，工程在淮河两岸迎水面高程22米以上塑形

地块建设篮球、网球、足球、沙滩排球、羽毛球、

乒乓球等体育场地，可同时容纳7万人规模的

体育锻炼。建成区域成为市民踏青

赏绿、休闲游玩、健身锻炼的优选

地。经过一年多建设，这项全长 26

公里、治理面积达到52平方公里的

靓化工程，已初见成效，

从公共“垃圾场”到城市“后花

园”，淮河沿岸环境旧貌换新颜。在

淮河沿岸能看到的是天蓝水清、绿草

如茵，能感受到的是蚌埠在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行

不悖，相得益彰，共同“点靓”老工业

城市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

因地制宜 绿色发展
科技助能安徽蓬勃向上

记者 秦缘 文/图

近日，记者随中宣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

安徽六安、阜阳、蚌埠等地市，深入采访调研我省绿色科技产

业、特色农业、水利民生工程等重点领域，探索安徽各地高质

量发展之路。

“碳中和”愿景下，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

识。去年3月，我国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

明确了氢能作为国家未来能源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5月30

日，记者来到位于安徽六安的明天金安加氢站，现场观摩了新能源

公交车进站补氢。这里是安徽省第一座，也是全国第六座加氢站。

氢能公交是这里的“常客”，加上氢气就能行驶，而最终排放物

只有水，能实现真正的零排放。据介绍，这家加氢站的运营方是安

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的氢能公交里程最多的一辆

已行驶超过20万公里，在全国同业内最快达成了这一目标。”该公司

品牌总监张健说。除此之外，氢能叉车、氢能重卡、氢能环卫车、氢能

电池等产品也相继问世。氢能不仅沿着节能减排的要求走进了人们

的视野，同时也做到了便民、惠民、利民。比如，同样跑一百公里的路

程，氢能公交仅需氢气4.5公斤，燃油公交的油耗则超过了20公斤。

相比燃油车，氢能公交“油费”支出要少花40元左右，十分接近电动

汽车。据悉，明天氢能已与安凯、奇瑞、东风、福田、吉利、合力、广

汽、申龙等整车企业联合开发燃料电池汽车，产品应用场景覆盖氢

能公交车、物流车、市政用车、轨道交通、叉车、船舶、储能电站等。

不仅在环保领域，科技的发展也逐渐改变了农业模式。近年

来，六安市大力推进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优化农机资源配置，加快

育秧中心建设，构建新型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农民从“会种

田”向“慧种田”转变，推进水稻生产规模化、智慧化、产业化进程。

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木厂镇石闸村育秧中心，一茬茬绿油油的

秧苗竟坐上了“电梯”，14层、3000多个秧盘，循环往复，受光均匀，轮

流沐浴吸收着光照与水分。与以往下田插秧不同，这里将秧苗从农田

搬入“工厂”，实现了选种、浸种、播种、催芽等环节的全程机械化。

“这一套设备单次培育秧苗最高可达200亩；而在农田，一亩地

也就仅能育秧70~100亩。”说起育苗，安徽省扬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高宗奇骄傲地向记者介绍道。

“今年年初，钢结构玻璃温室大棚建成使用，配套建设有立体水

肥药一体化循环运动式育秧机组30台套、种子催芽室１座、现代化

育秧流水线2条、智能化控温节水节肥减药措施等。”高宗奇说，“育

秧中心有效解决了人工育秧的繁琐流程和露天育秧土地资源的紧

张，极大降低了劳动力的投资成本，为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据了解，智能工厂化育秧中心与传统育秧相比较，单台单批平均

育秧150亩，只需要5个劳动工日，而传统育秧需要35个劳动工日完

成。按照当地劳动用工150元／工日计算，3.15万亩育秧量，可节约

用工6300个工日，节约人工费成本94.5万元。同时，智能工厂化育

秧中心还配有完善的农机、农事服务体系，为种植大户提供从机械

旋耕、机插秧、无人机撒播叶面肥、灭虫、田间管理、机械收割、烘干、

农业技术指导等环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全天候、保姆式服务，为农

业提质增效增添活力。

小番茄托举大产业。6月1

日，记者来到阜阳市颍东区插花

镇安徽瓦大集团番茄谷基地，现

场配有的高清超大屏农业物联

网系统让人眼前一亮，走进先进

的新型日光玻璃温室，一颗颗色

泽光洁、果形圆润的小番茄在阳

光下透着亮，再过一周，它们即

将成熟转色。

据安徽瓦大现代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才介绍，从

2022年开始，瓦大集团依托自身

产业和人才优势，与国内外顶级

番茄育种科研团队联合，建立中国瓦大番茄种

质资源库。番茄谷主推产品“瓦大1号”鲜食番

茄是安徽瓦大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东北农

业大学合作开发的口感型番茄品种。不同于普

通用于炒菜的西红柿的含糖量仅仅为2~4度，

“瓦大1号”口感型番茄，含糖量高达8度，中和

酸度，酸甜比例绝佳，非常可口，在长三角区域

上市以来，深受广大客户和消费者的赞许和青

睐。近年来，阜阳市颍东区依托瓦大番茄谷积

极推动现代化设施农业发展，辐射带动境内蔬

菜种植面积近20万亩，惠及周边4万多农户。

作为农业发展大市，阜阳市同样在今年夏

收时节发挥了重要作用。6月 2日，记者跟随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安徽采访团来到阜阳市太

和县旧县镇张槐村，眼前千亩麦田，金黄一片。

捋一把小麦，轻轻揉去外皮，圆鼓鼓、胖乎乎的

麦粒便呈现眼前。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今天正式开镰，6

台收割机将一起作战，争取三天收完。”现场太

和县种粮大户徐淙祥与记者们分享起对麦田丰

收的喜悦。近年来，作为农业大县，太和县多措

并举地铆足劲“多种粮、种好粮”，同时全力以赴

抓好小麦抢收，力保夏粮颗粒归仓。年近70岁

的徐淙祥，种粮已经超过五十载。种的粮食多

次刷新安徽农业单产纪录，2022年夏，徐淙祥这

片千亩小麦更是获得历史性丰产——高产田块

平均亩产超800公斤。

为了带动全县粮农“多种粮、种好粮”，在徐

淙祥的推动下，该县率先成立“太和县种粮大户

协会”，带领全县种粮大户“抱团”种地，发挥种

粮大户作用，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规模

出效益、科技创高产、农机节成本、政策是保

障。”徐淙祥表示，只有开展科学化种植、科技化

管理、标准化生产，以及推动规模种植发展上做

足文章，完善“大户带小户”机制，才能促进粮食

高质量生产，为粮食丰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科技引领零碳环保
“空中”育秧注入智慧活力六安

打造因地制宜特色农业
实现夏粮丰收好光景阜阳

穿越“珠城”之水
让千里淮河“靓”起来蚌埠

立体水肥药一体化循环运动式育秧机

太和县淙祥千亩农业科技园内麦田一片丰收景象

如今的“靓淮河”（蚌埠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