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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池州 图片由池州日报社提供

生态本底 文旅态势 区位优势

后发池州：时与势

□ 本报记者 查灿华 李渊

大江奔流开新路，风劲潮涌长三角。
池州，立足生态本底、良好的文化旅游发展态

势和区位交通优势，抢抓机遇、乘势快上，以建设
好“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描绘未来发展蓝图，奋
力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赢得先机。

8月13日，池州市委、市政府印发《池州市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绘制了清晰的“施
工图”，拉开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在池州
进入全面施工阶段的大幕。

构建“4+3”产业体系
打造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池州是安徽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之一，撤地建市
不到20年，2016年正式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一员，
但池州与长三角的经济社会交流合作源远流长。

在安徽提出“呼应浦东、开发皖江”后，池州一
以贯之坚持东向发展战略。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池
州近30万的常年外出务工创业者，70%以上以沪苏
浙等先发地区为目的地；来池州旅游的省外游客
中，来自沪苏浙地区的占50%以上；池州历年来引
进的省外投资商，来自沪苏浙地区的占60%以上。

从单向承接到双向融入，从“我中有你”到“你中
有我”，从被动接受辐射到主动参与分工合作，在长
三角这个大舞台，池州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戏份”：

2013年成立的安芯电子公司，在几年时间内

便带来了来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一大批代表性
的半导体企业，在国家级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落
户，目前关联企业已达75家，从最初的小尺寸晶圆
制造、封测为主逐步延伸至形成“芯、屏、器、核”智
能终端全产业生态链，摘得“安徽省半导体产业集
聚发展基地”牌子。

青阳县的童车产业园，亦主要是由浙江嘉兴
平湖的童车企业转移而来，12家企业形成了分布
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从上海搬来的龙钱玩具有
限公司，产能扩大了一倍，技术也有了升级更新，
未来他们还拟将上海的企业整体搬迁到青阳。

……
在产业承接转移中，池州已初步形成了现代

装备制造、现代化工、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绿色有
机农产品加工4大主导产业和电子信息、旅游、大
健康3大高成长性产业的“4+3”产业体系，累计吸
引长三角地区23个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来池州创
业，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工业比重提升到
30%以上。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后发池州该如何“出招”，拿出什么样的谋略
与作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是绕不开的发
展之问。

8月13日，池州市委、市政府印发《池州市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紧扣“一体化”

“高质量”“一盘棋”要求，“池州行动”正式起航。
“以‘4+3’产业为主要承接方向，打通产业整

体转移与精准承接通道，在承接中创新，在创新中
升级，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是池州的第一个战略定
位。”池州市发改委副主任刘荣华介绍，池州将围
绕“4+3”产业，深入推进工业技改提升，促进创新
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目前，省级半导体产业基地新三年建设工程
已提上日程，拟通过做强封测和分立器件“两张
名片”，做优材料和装备产业“两个协同”等，
打造国内有特色的封测产业基地、省内一流的半
导体产业基地，到2021年，建成百亿元级半导体
基地。

在前江产业园，以建筑装配式预制构件生产
销售、装配式建筑技术研发、建设安装、技术咨询
为主营业务的中电建池州长智建工有限公司，其
生产的房建工程预制部件，通过陆路及长江黄金
水道，运往南京、镇江、上海等长三角主要城
市，而其生产所需原料，皆分布在周边10公里范
围内。该公司总经理肖万华说，未来，长智建工
将全力打造全球最大装配式预制构件生产基地，
池州也将借此打造千亿元级全产业链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

擦亮绿色生态名片
构建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
幸福。

在布局“4+3”产业体系的同时，池州还在擦亮
绿色生态名片上下功夫，扬“池”所长，努力打响

“九华圣境、健康之都”品牌。
池州森林覆盖率近60%，境内有名山、土壤富

硒、城市富水、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是山、水、土、
气富集的城市。立足自身丰富的文旅资源优势，
池州实施“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双向联动、
融合发展，加强与企业合作，推动了秀山门博物馆
等一批文化旅游项目快速落地。

池州在长三角相关城市共举办各类推介会20
余场，并与长三角主要客源城市文化旅游部门保
持密切联系，主动加入长三角旅游合作组织，提高
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由长三角城市到池州
的游客人数，每年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游客来了，如何让其留下来？池州将目光瞄
准了大健康产业。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提出，将旅游、体
育、养老等人民群众关心的合作事项纳入长三角
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这给生态环境优良的池州提供了巨大的机
遇，特别是养老、健康养生等领域。”池州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池州要把大健康产业作
为新的支柱产业重点培育，真正起到“后花园”留
人的效果。

作为安徽本土企业代表，安徽九华山投资开
发集团已经在九华山下建设了茶溪小镇等诸多项
目，提供有温度的健康生活模式，并已形成较为完
整的健康旅游运营体系。目前，茶溪小镇已成为
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国家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推进文化、旅游、生态、康养融合发展，创成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医养结合示范市。这
是池州设定的第二个战略定位。” 池州市发改委
副主任刘荣华说。

当前，池州市正在谋划大健康产业发展，争创长
三角首批一体化异地养老试点城市。计划到2020
年，打造10个特色健康小镇和产业基地，健康产业产
值占GDP比重达到10%，产值规模达到200亿元；到
2025年，产值规模达到500亿元。 （下转6版）

开栏的话

新时代的大幕开启，长三角迎来历史性

重大机遇。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赋予长三角地区

的重大使命。

国家战略，千载机遇。其时已至，其势已

成！安庆与有荣焉，与有幸焉。

走进长三角，融入的是潮流，融合的是发

展，打开的是大格局，拥抱的是大未来。

今天起，本报将推出“聚焦长三角一体

化”专栏，展示各地市抢抓战略机遇，接轨长

三角一体化建设的主动作为，紧扣“一体化”，

共同迈向“高质量”。敬请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