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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一根根钢管随着转动的链条，进入

封 闭 的 智 能 化 车 间 ，走 下 流 水 线 时 ，

变 成 了 一 个 个 高 精 度 轴 承 ，而 检 测 它

们 合 格 与 否 的 则 是 一 个 个 小 型 机 器

人 …… 日 前 ，记 者 走 进 灵 璧 县 百 亿 级

轴 承 产 业 园 ，目 睹 了 高 科 技 生 产 的 一

幕幕场景。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以来，园区 37
家入驻企业开足马力建设和生产，一批

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前来考察和洽谈。

“来安徽前，心里是没底的。来了

之后才发现，这里的营商环境之好出乎

意料。”安徽元诚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应峰一连用了几个“没想到”，表达自

己的心声。

“首先没想到，皖北一座县城竟能

聚焦轴承全产业链条，着手打造百亿级

轴承产业园。”薛应峰说。2021年，他得

知灵璧县建设了百亿级轴承产业园，便

前来考察，发现园区上下游产业配套齐

全，便于当年底落户灵璧，首期即投资 4
亿元。

“园区为落户企业准备了首年免租

金的高标准厂房，企业只需通好电、建

好生产线，即可投产。”薛应峰说。由于

公司体量大，用电要求高，通常情况下，

从布置变压器、线路到正式通电，约需

半年时间。急于投产的薛应峰就试着

对现场调研的灵璧县领导提出要求：能

否一个月内实现通电？

“没想到，县领导积极回应，每两天

跟踪一次，高频度协调相关部门如期保

证了企业通电。”薛应峰说，这次经历给

他形成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2022 年建设和招工过程中，我们

遇到问题就会求助政府，没想到政府有

求必应。”薛应峰说。高精度生产要求

更高等级的地坪，园区第一时间加以提

升 ；大 型 机 器 设 备 需 要 负 荷 更 大 的 电

梯，相关部门马上着手改造；企业需要

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人力资源部门和

各乡镇进村入户开展招工宣传，及时向

企业输送员工；企业需要快速便捷地进

行轴承原料及产品检测，园区内的轴承

检测中心应运而生，并推出了专门针对

各类轴承企业的专属服务。疫情期间，

灵璧县中医院在轴承产业园开设了发

热诊疗服务点，为企业员工提供“一站

式”就医服务。

“一次次的‘没想到’，让我们真切

感受到政府加快发展的决心和对民营

企业的诚心。有政府全力支持和鼓励，

我们民营企业更有信心扩大投资，更有

底气去闯去试。”薛应峰对记者说。

灵璧县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打造百亿级轴承产业园——

民企老板连声说“没想到”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胡旭

1 月中旬，记者来到来安县舜山镇

舜山村，该村 2021年获评省级美丽乡村

中心村。顺着干净平坦的沥青路往里

走，一排排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家家户

户的院子里都晾晒着大块的猪肉、整条

的大鱼，透着乡村特有的年味。

与别村不一样，这里房前屋后随处

可见形态各异的景观苗木，与白墙黛瓦

相映成趣。

在村民张忠山家门前，一排紫薇树

吸引了记者的目光。院里院外一棵棵

苗木修葺一新，虬枝绿叶，姿态万千。

“现在环境可好了，水泥路换成柏油路，

村里还建了污水处理厂，垃圾入桶，污

水入网，保洁员一天来三趟，村子变得

干净又漂亮。”张老汉正在院子里摆弄

花木，骄傲地对记者说。

“要是搁三年前，可不是这模样。”张

老汉话锋一转，皱起了眉头。“那时候门前

是一堆草垛，水塘里脏水横流，村里到处

是猪圈，家家门前是旱厕。”随着近几年美

丽乡村建设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容

一新，老百姓的生活卫生习惯也在悄悄改

变。现在家家门口都有垃圾桶，大家也养

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苗木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是兴村

富民的主导产业。舜山镇是远近闻名

的苗木镇，村民家家户户种苗木。以舜

山村为例，苗木种植面积上万亩，年产

值 8000多万元，是妥妥的经济强村。

“像这样一棵小叶冬青，培植了很

多年，一棵树就能卖到 1 万多元。”张忠

山说，他家房前屋后有八九十棵这样的

冬青树。他儿子所在的苗木合作社共

有 400 多亩地，种植了七八十万棵景观

苗，价值可观。老汉平时就在合作社销

售苗木产品，年收入两三万元。

离舜山村不远的独山镇白露村也

是一个近两年新建成的“美丽乡村”，白

墙 黛 瓦 的 仿 古 民 居 ，修 整 一 新 的 当 家

塘，宽敞整洁的文化广场。“以前厕所、

猪圈就在外面，环境脏乱差，现在污水

管网建起来了，垃圾分类了，苍蝇少多

了。门前就是广场，还有健身器材，平

时大伙可以在这跳舞锻炼。”村民杜长

玉告诉记者。

“2022 年度，我县新建美丽乡村中

心村 6 个，续建 4 个省级美丽乡村中心

村，主要围绕道路畅通、村庄绿化、路灯

亮化、村公共服务中心、房前屋后环境

整治、安全饮水、卫生改厕、污水整治、

村庄绿化、文化广场 10 大项目开展建

设，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中心

村。”来安县美丽乡村建设办公室负责

人介绍，截至目前，该县共建成省级美

丽乡村 54 个，覆盖全县 12 个乡镇 80%
的行政村，美丽乡村建设已连续 8 年获

市级考评第一。

该 负 责 人 介 绍 ，来 安 地 处 江 淮 分

水 岭 ，围 绕“ 全 域 旅 游 、全 域 美 丽 ”目

标 ，今 后 将 把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规 划 与 江

淮风景道以及池杉湖旅游环线规划统

筹谋划，加快 推 进 沿 线 村 落 景 区 化 建

设。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

上 ，重 点 加 强 村 庄 绿 化 ，做 到 空 地 见

缝 插 绿 、道 路 扩 带 补 绿 、林 长 管 绿 护

绿，中心村绿化覆盖率 50%以上，主要

道 路 沟 渠 绿 化 率 90%以 上 ，打 造 生 态

家园。

来安县建成省级美丽乡村54个

村貌焕新颜 村民心气高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深化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

环境和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加强反

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加快建设质

量强国，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

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工作任务，

与市场监管工作直接相关。这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对市场监管部门的重

视和信任，也为新时代市场监管工

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韩永生接受采访时表示，全省市场

监管部门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为

共同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

章作出新贡献。

“ 聚 力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在 建 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上展现新作为。”

韩永生说，将以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为着力点，持续释放

准入准营退出改革红利，千方百计

助企纾困发展，坚决维护好各类市

场主体公平竞争环境，着力发挥长

三角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示范

引 领 作 用 ，筑 牢“ 一 个 大 市 场 ”基

础 ，加 快 推 进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建

设，在促进我国市场尽快实现由大

到强的历史性转变中贡献安徽市

场监管智慧和力量。

围绕质量强省和知识产权强省

建设，聚焦质量品牌促提升，加大争

创中国质量奖，滚动实施“四个一”

质量提升行动，发布一批代表安徽

品牌新形象的皖美品牌；聚焦知识

产权促创新，认真抓好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试点示范城市、县域、园区建

设。韩永生表示，将大力培育国家

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和试点示范

高校，加强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和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知识产权贯标

工作，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

集成服务改革，开展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运用提升行动，让安徽的创新

“名片”更加闪亮。

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对市场监

管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我省

不断推进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

慧监管，在常态化运行中不断提升

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市场监

管 综 合 能 力 。 韩 永 生 表 示 ，接 下

来 ，将 适 应 新 技 术 、新 产 业 、新 业

态、新模式发展，出台一批市场监

管急需的制度规范；提升信用监管

水平，实施信用提升行动、公正精

准 有 效 监 管 提 升 行 动 ，全 面 推 行

“一业一查”部门联合抽查模式，完

善“通用+专业”企业信用风险分类

管理体系，实现监管资源的科学高

效配置；提升智慧监管水平，建设

智慧监管中心，提升市场监管智慧

化、数字化水平，持续推进市场监

管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三年行动，

确保 2023 年底全部达标。

“落实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

品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是市场监管

部门的重要职责，必须守牢‘四个安

全’底线，全力以赴让人民群众买得

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韩永生

说，要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深入

推动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作

机制，强化“食安安徽”品牌培育。

实施“药安”品质提升行动，严厉打

击整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扎

实开展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和治

理工作，着力防范区域性、行业性、

系统性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组织开

展特种设备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加

强民生领域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

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始终保

持把全面从严治党继续向纵深推进

的历史自觉。“我们将扎实开展作风

建设‘清风’行动，部署开展市场监

管系统行风建设三年攻坚专项行

动，以行风促业务、以业务显行风。

扎实开展监督执纪‘利剑’行动，强

化廉洁文化建设，以严的基调强化

正风肃纪，切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

众路线，为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贡

献市场监管力量。”韩永生说。

为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
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访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韩永生

■ 本报记者 何珂

金融血脉畅通，实体经济才能

枝繁叶茂。1 月 18 日，记者从人民

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获悉，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我省人民币各项贷款较

年 初 增 加 8897.4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2269.7亿元。

“在企业急需资金的时候，中国

银行第一时间主动与我们对接，没

想到‘知产’也能变‘资产’，通过知

识产权质押，5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

款很快就到账了，解决了企业产品

转型升级所面临的资金缺口问题。”

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企业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金融

支持，“新的一年，我们有信心干得

更好、走得更远。”

去年以来，我省金融部门主动

作为、靠前发力，全力支持稳经济增

长、稳市场主体。金融总量实现较

快增长，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增强

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注入了金

融活水。截至去年 12 月末，我省人

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6.7万亿元，同比

增 长 15.3%，较 上 年 同 期 提 升 2.43
个百分点，增速列全国第 1位。

看待金融数据，“量”是重要方

面，但更重要的是“质”。

“去年，我们综合运用多项货币

政策工具，不断激励金融机构开展

定向信贷支持，引导金融活水流向

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

行业群体。”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调查统计处处长王沛介绍，各金融

机构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

快新兴产业贷、专利贷等推进速度，

助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截至去年 12 月末，全省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达 3307.6 亿元，

同 比 增 长 58.42% ，较 年 初 增 加

1183.65 亿 元 ，为 上 年 同 期 的 2.4
倍。“我们还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增加

资 源 ，强 化 对 小 微 企 业 的 金 融 支

持。2022 年 12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

余 额 为 9168.9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49%，较年初增加 1803.7亿元，同

比多增 437.01亿元。”王沛说。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稳定宏观

经济的重要手段。据悉，去年我省

积极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支持基建项目建设投资，不断提高

审批效率，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

键”。去年 12 月末全省基建行业贷

款余额为 11513.62 亿元，同比增长

17.89%，较年初增加 1723.15 亿元，

接近上年全年增量的 2 倍。此外，

还有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田间地

头。去年 12 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

额 21813.5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41%，较年初增加 3551.36 亿元，

同比多增 1237.93亿元。

融资成本更低廉，持续为实体

经济减负担。“2022 年，我们及时回

应解决市场普遍关切，持续释放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红利，

不断优化存款利率的自律管理，贷

款实际利率稳中有降。”王沛表示，

2022年 12月，全省新发放一般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为 4.67%，同比下降

55 个基点；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 3.96%，同比下降 55 个

基点。

人 民 银 行 合 肥 中 心 支 行 有 关

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深入推进金

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

贷长效机制建设和中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建设，增强金

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可持续性；

进一步强化金融对支持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探索建立

多元化投入机制。同时，将继续发

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

作用，促进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

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倾斜。

我省金融部门全力支持稳经济增长、稳市场主体——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

—江淮记者走基层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 1 月 18 日，合肥火车站和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联合开展“徽

文化送我回家过大年”活动，将传统戏剧黄梅戏呈现给南来北

往的回乡人，并送去浓浓的新年祝福。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 日前，滁州市南谯区银西社区开展“非遗年俗过大年”主

题活动，志愿者和社区留守儿童一起做兔子灯笼，让孩子们感

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

本报通讯员 董超 许平 摄

▲ 1月 17日，亳州市举行大型传统灯展暨林拥城花灯会，各

式各样的彩灯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赏。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摄

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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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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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强 王明玉

“勇救落水母女”的残疾小伙李俊、

“生命摆渡人”邢蕴静、以大爱守护人民

的秦晓强……“中国网事·感动 2022”网

络年度人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平凡人

的光彩和炽热，感受到社会的良善与正

义，更激发起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他们

都是平凡人，却干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特警秦晓强的父亲和妹妹在泸定 6.8 级

地震中遇难，他却依然挺进震中救援群

众；检察官李邦红深入山乡，在 2 万多名

孩子的内心播下法治的种子；乡村教师

卢文建因视力障碍“借眼”授课 28 年，帮

助学生实现梦想……他们的经历令人动

容，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使命与时代紧

密相连，身处基层一线，只管耕耘、不问

收获。

他们的故事诠释深刻道理——从事

器官捐献服务的“生命摆渡人”邢蕴静让

我们看到，奉献爱心可以将生命之光延

续；30 年守护秦岭的“夫妻哨”张彦明、苟

冬云让我们深信，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

负人；守岛 10 年的女村医颜新艳让我们

明白，人民所需就是职责所系，要用真心

换群众暖心。

他们的精神激励后来者前行——年

逾九旬还在捐资助学的舒服民激励广大

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小洋葱发展

成大产业的李廷胜激励广大基层干部善

谋善干，带民致富；沈飞“冠军班”青年工

匠激励广大青年发扬“工匠精神”，精益

求精，勇创佳绩。

纤 纤 不 绝 林 薄 成 ，涓 涓 不 止 江 河

生。英雄无处不在，英雄就在身边。中

华大地上，无数平凡人发光发热，书写非

凡人生。爱岗敬业 、见义勇为 、医者仁

心、工匠精神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

在广大平凡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得到

践行和体现。正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孜孜

不倦、努力奋斗，让中国的明天更美好。

一人兴善，万人可激。生而平凡，心

向璀璨。感动人物的事迹可学可做、精

神 可 追 可 及 。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可 以 去 倾

听、去拼搏、去奋斗、去播种，成为感动他

人、照亮社会的一分子。无数个我们汇

聚在一起，大爱和精神将如星辰大海般

璀璨、广袤，把我们的梦想和未来映照得

更加光明、辉煌。

凡人微光，照亮中国
·新闻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