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蚌埠高新区今年上半年的成绩

单 足 够 亮 眼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8.1%，居蚌埠市第一；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12.2%，居蚌埠市第二；签约亿

元以上项目 43 个。

不仅于此，截至 8 月底该高新区

累计引育各类人才 4736 人，总量居

蚌埠市第一。

这些成绩除了企业本身的硬实

力外，离不开蚌埠高新区营商环境

软实力。

不 久 前 ，安 徽 汇 蔚 新 材 料 科 技

有限公司由于单位名称变更，需要

申请排污许可证变更，然而令企业

行政主管李小青意外的是，仅一个

小时的时间就在行政服务大厅办理

好了相关手续。

“以前同样的事项，差不多要一

个星期左右，还要提交大量的材料，

一次也办不完，现在一个小时就办

完了，非常方便。”李小青说。

针对企业在排污许可证变更事

项方面存在的流程复杂、审批材料

多、费用较高等痛点，蚌埠高新区在

安徽省首创排污许可证变更“分期

简办”模式，减免申请材料 80%，压

缩 75%的审批时间，大大减少了企业

“跑部门”的时间和成本。

今 年 以 来 ，蚌 埠 高 新 区 持 续 优

化营商环境，完善领导干部包保企

业 与 项 目 、优 化 企 业 诉 求“ 一 口 收

办”机制。上半年走访调研企业 500
余 次 、现 场 办 公 解 决 企 业 难 题 240
个，在为企服务平台办理企业诉求

255 个，办结率 100%。

与 此 同 时 ，蚌 埠 高 新 区 还 纵 深

推进“一照通”改革，围绕“高效办成

一件事”打造“一窗受理、一次审批、

一照准营”行政许可新模式，办事时

间压缩 90%以上；持续深化综合执法

改革，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

次到位”。

城市和企业最好的关系就是共

同成长、互相成就，体现在蚌埠高新

区这一科技经济大舞台上则是永不

停歇的“双向奔赴”：企业选择蚌埠高

新区，蚌埠高新区则源源不断地为企

业提供强大的产业基础资源、优越的

政策环境以及人才引进优厚条件等。

今年 ，蚌 埠 高 新 区 出 台 了 2024
年人才工作提升方案，用心用情解

决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子女教育、

配偶就业等“关键小事”。

据统计，今年 1—8 月，蚌埠高新

区办理凯盛工程、硅颜新材料等重点

企业公租房配租 77 套，为 30 余名高

层次人才的子女提供入学保障，兑现

各类人才政策补贴 101.78 万元。

从 人 才 引 进 的 满 满 诚 意 ，到 市

场拓展的不遗余力，蚌埠高新区为

创业者打好底子、给足面子、做实里

子。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

到、说到做到’的保姆式服务，为企

业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强有力支撑。”

安徽省凤凰滤清器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登宇如此总结蚌埠高新区为

企业发展提供的便利。

营 商 环 境 是 提 高 城 市 魅 力 的

“催化剂”。蚌埠高新区正以其卓越

的营商环境、广阔的发展空间，汇聚

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蚌埠高新区优化企业诉求蚌埠高新区优化企业诉求““一口收办一口收办””机制机制
▶ 汤文波

近日，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企业新疆钵施然智能农机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自动化智能车间，工人们正在调试生产设备。12月底，这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大的高端农机研发和生产基地将开始生产。

新疆钵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名采棉机

制造企业，上述项目是其在新疆布局的最大研发生产基地，用于研发和生产

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装备、饲草料高效收获加工机械、林果业收获机械。

“车间的关键工位都实现了自动化。”新疆钵施然总装部生产高级经

理宋晓斌说，车间拥有组装机器人、MES系统及硬件、水切割机、大型数

控机床等设备，搭建了关键零部件生产线、半自动装配流水线、高端农机

整机生产线等，所有组件分装完成后再进行总装，3.25小时即可实现采

棉机从组装到检测的全过程。 牟敏 文/图

▶ 本报记者 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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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电科蓝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批位于天津滨海

高新区渤龙湖科技园的 288亩工业用

地，将建设大型电池系统总装和测试

平台等宇航电源系统产业化项目，保

障大型软包高能电池系统的产品开发

和生产任务顺利实施。该项目固定资

产投资额超19亿元。

电科蓝天是中国电科在天津滨

海高新区投资设立的股份制电能源

产业公司，受托管理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下辖天津

蓝天太阳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空间

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蓝天特种

电源科技股份公司、天津中电新能

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4 家成员单位。

电科蓝天聚焦宇航电源、通用电源、

智能网联装备电源和共性基础业务

布局，致力于掌握电能源创新链核心

关键环节。

作为电科蓝天高效电源系统产业

化项目的第一期第一阶段，该地块的

摘牌标志着电科蓝天百亿元投资打造

的蓝天产业园正式启动。建成达产

后，电科蓝天系年产值将超百亿元。

据悉，下一步，天津滨海高新区新

能源局将继续主动对接电科蓝天，充

分采用服务专班机制，强化政策要素

保障，全力配合企业节奏，尽早开工建

设、形成产能。 高欣

天津滨海高新区

宇航电源系统产业化项目落地

本报讯 12月 12日，济南市焊接人

才发展联盟在济南高新区成立。

焊接人才队伍是济南市智能制造

与高端装备、精品钢与先进材料等主

导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焊接人才发

展联盟的成立，是解决当前焊接领域

人才供需矛盾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

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探索。该联

盟将坚持实体化运作、市场化运营，围

绕招生入学、技能培训、就业对接、教

学科研等焊接人才全生命周期发展，

坚持特色运行、均衡布局，涵盖“东西

南北中”全市域、“产训评研用”全链

条，实现培训实习有场所、能力提升有

保障、企业需求有对接、评价认证有标

准、行业发展有动力。

据了解，目前，该联盟成员单位已

有 51 家，其中制造业企业等用人单位

22家，为相关人才提供就业岗位；相关

领域行业协会组织 6家，辐射带动济南

市现代制造业产业链企业单位近千

家；培训机构 14家，按照就近方便的原

则，满足不同技能水平人员的培训需

求；人力资源公司 5 家，挖掘培训需求

和就业岗位，促进柔性引才、共享用

工；科研机构和媒体 4 家，开展技术攻

关、科研项目申报，推进成果应用转化

以及宣传推广。

会前，该联盟举行了第一次成员会

议，通过了理事会章程，选举济南高新

人才发展集团为理事长单位，中国重

汽、中国电建等 17 家单位为副理事长

单位，济南人才产业管理有限公司为秘

书处单位，山东省校企合作促进会、山

东国辉职业培训学校等 32家企业机构

为理事单位。

据悉，下一步，济南高新区将全力支

持济南市焊接人才发展联盟发展，紧密

结合产业发展的需求，在技能人才培育

上精准施策、持续用力，推进产才融合发

展、更好实现人岗相适，为济南市主导产

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孙一飞

济南市焊接人才发展联盟在济南高新区成立济南市焊接人才发展联盟在济南高新区成立

近日，2024中国能源“金三角”化工

园区协同发展大会在榆林高新区举

行。大会以推动能源“金三角”（榆林、

鄂尔多斯、宁东）地区化工园区协同发

展、支持化工园区实现产业升级与绿色

低碳发展为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因煤化工产业而生，因煤化工产业

而兴。作为全国唯一的以煤化工为主

导产业的国家高新区，近年来，榆林高新

区以世界一流创新型特色园区建设为目

标，积极践行“双碳”目标任务，立足现代

煤化工产业基础，建成总投资额95亿元

的延长榆煤化年产85万吨甲醇、年产35
万吨醋酸与中煤年产60万吨煤制烯烃、

兰石化年产 80万吨乙烷制乙烯等重大

项目，形成年产480万吨基础化学品、产

值 400亿元高端能源化工产业集群，全

力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

化发展，引领带动榆林市打造全国领先、

世界一流的煤化工产业集群。

壮大产业集群规模

近日，位于榆林高新区的中煤陕西

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中煤榆林煤

炭深加工基地项目——磨煤厂房磨煤

机基础浇筑工作圆满完成。

中煤榆林煤炭深加工基地项目可

研概算投资额 238.88 亿元，主要建设

220万吨/年甲醇、90万吨/年聚烯烃，同

时对现有煤化工一期工程优化升级，建

设 25 万吨/年 LDPE/EVA 延链增链及

配套工程项目。该基地项目主体装置

包括空分、气化、净化、硫回收、甲醇合

成、MTO、烯烃分离、3套聚烯烃以及 1
套EVA装置等。

榆林高新区是榆林市建设国家级

能源化工基地、国家级能源革命示范区

的重要承载区。近年来，榆林高新区积

极推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不断延

伸煤化工产业链，构建纵向贯通、横向

关联、协同配套的技术高端化化工产业

体系。

榆林高新区锚定技术高端化，发挥

甲醇、烯烃、醋酸等原料优势，聚焦高端

烯烃新材料方向，招引核心技术企业，建

成投产艾科莱特 10万吨抗氧化剂催化

剂、洪宇环保 15 万吨混醇综合利用项

目、14万吨液体甲醇钠等精细化工项目；

加快推进中化学5万吨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1万吨聚酰亚胺及聚合物等项目；持

续引进建设5万吨MMA、10万吨甲酸甲

酯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项目；重点发

展高端涂料、聚烯烃助剂、高端润滑油、

碳中和等5条高端烯烃产业链。

同时，榆林高新区煤化工产业在坚

持高端化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进产业多

元化发展，完善产业板块功能布局，壮

大产业集群规模。

榆林高新区加快建设中煤 90万吨

聚烯烃及 25 万吨 EVA、延长 50 万吨甲

醇制乙醇和乙醇下游产品等项目，推动

化工产品从甲醇、醋酸、聚烯烃、抗氧

剂、催化剂、甲醇钠，拓展到醋酸乙烯、

EVA、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聚酰亚胺等

中下游产品，持续丰富园区煤基精细化

学品和特色新材料产品图谱。

“碳”出绿色转型新路

“我们投资建设的榆林零碳产业园

氢能（制氢）示范项目已开工建设，依托

榆林市丰富的光伏风电和矿井疏干水

资源，建设碱性电解水制氢、固体氧化

物制氢等多种制氢工艺综合应用示范

项目。”陕西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黄晔说。

陕西氢能是陕西省国资委与榆林

市政府联合国企组建的全国首个氢能

产业平台。今年4月，陕西氢能投资6.9
亿元的榆林零碳产业园氢能（制氢）示范

项目启动建设。该项目一期采用以碱性

电解水制氢为主，固体氧化物电解、质子

交换膜电解池制氢为辅的工艺技术，投

产后年产绿氢约3000吨，年减排二氧化

碳约 6万吨；二期计划以质子交换膜电

解池电解水、生物质发酵、固体聚合物电

解池工艺制氢，为榆林市打造“制-储-
用”氢能全产业链奠定基础。

低碳化是煤化工产业的重要发展

方向。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近年来，

榆林高新区坚持“以氢换煤、绿氢消碳”

发展理念，布局以绿氨、绿甲醇等绿氢

化工为主，煤化工灰氢替代为辅的低碳

近零碳产业示范园，示范开拓氢+二氧

化碳+化工耦合发展新赛道。

目前，榆林高新区建成城投佰盛百

万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项目、延长 30
万吨 CCUS 项目、华秦氢能产业园一

期、陕西省首座100公斤级加氢站，加快

推进建设陕西氢能制氢示范等低碳化

项目。重点开辟产业链低碳化耦合发

展路径，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替代传统

化石能源在合成氨、甲醇等行业的场景

应用示范，谋划榆林市首个绿氢制绿氨

项目，大力引进一批“风光绿电+绿氢+
绿色化工合成”制绿氨、绿色甲醇项目，

实现乙烯、氢气、二氧化碳等产业原料

介质一体化输配，加快形成产业共生耦

合、绿色循环的闭环低碳化发展格局。

创新驱动产业发展

今年 8月，陕西省科技厅公布陕西

省秦创原产业创新聚集区建设名单，榆

林市申报的秦创原煤化工产业创新聚

集区获得陕西省科技厅批复同意，现已

启动建设。

榆林秦创原煤化工产业创新聚集

区以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为

总牵引，以榆林高新区管委会为核心建

设单位，致力于打造能源科技原始创新

策源地、能源科技成果转化首选地、煤

化工产业融合发展引领地、煤化工“四

链融合”示范地。

榆林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

秦创原煤化工产业创新聚集区核心区，

榆林高新区围绕高端化工新材料、煤化

工与氢、CO2耦合、煤炭绿色安全高效

开采、氢能储能等特色方向，继续加大

产业技术研发平台、中试试验平台等高

水平科创平台，构筑产业链、创新链、人

才链、资金链“四链融合”产业生态，打

造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

发展的示范样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

来，榆林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制定出台《榆林高新区支持科技创

新若干措施》等政策举措，设立运行榆林

市第一只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榆

林高新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引进共

建市级以上创新平台98个，建成国家煤

及盐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4个

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分中心，培育认定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各1个，

激发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据悉，下一步，榆林高新区将锚定全

国“三化”产业示范园区目标，延链、补

链、强链，引导化工产品向精细、终端发

展，持续推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

化、低碳化发展，为高碳城市低碳发展探

索新路径、创造新模式、提供新样板。

高端化 多元化 低碳化

榆林高新区打造一流煤化工产业集群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