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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向芜湖钻石航空发

动机有限公司颁发了AEC2.0L航空发动机型

号合格证（TC 证，编号 TC0076E），这标志着

“芜湖造”AEC2.0L 航空发动机正式成为首个

按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CCAR-33 完成适航审

定全部流程，并获颁TC证的航空重油活塞发

动机。

打破垄断布局两个市场
AEC2.0L 型发动机由芜湖企业全正向自

主研发，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综合性能比肩国

际一流水平。该型排量为 2.0升，采用涡轮增

压、高压共轨燃油电控系统，多项重要传感器

进行了双通道冗余设计，起飞功率为 123.5千

瓦，干重 175公斤，采用液冷冷却方式，大修间

隔时间目标为 2000 小时，适用于钻石 DA40/
DA42/CA42 飞机等航空飞行器，填补中国完

全自主的适航通用航空发动机的市场空白。

该款发动机的问世，在提升中国航空活塞

发动机产业链上下游研发水平的同时，也打破

了国外发动机在国内的技术垄断和使用限

制。据介绍，2023年度AEC2.0L型发动机已签

约订单 100 余台，后续将逐步稳定在年产 500

台以上。伴随着此次取证的突破，芜湖航空产

业园通航整机重点核心部件自主配套率也将

达到 100%，真正实现“不出园区，便可生产一

架国产通用飞机”。

自主研发填补国内空白
据悉，在 AEC2.0L 航空发动机取证以前，

国内尚没有一款自主正向开发、符合现行规章

的适航航空发动机，相关型号发动机基本全部

依赖进口，国内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受制于发动

机的情况十分普遍。早在2013年，芜湖钻石航

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就依托既有产业基础，以国

内自主研制的CA42通航飞机为搭载目标，联

合国内技术优势单位，正式开启AEC2.0L发动

机的正向开发，力求实现国内通用航空动力产

业“零突破”。

今年，AEC2.0L型发动机在芜宣机场首次

试飞成功，芜湖钻石航发实现了燃油系统、电

控系统、增压器、预热系统四大主要部件全部

国产化，在产品的技术、成本、售后等方面，具

备全程控制和响应能力，解决了电子控制单

元、高压共轨系统、适航技术“卡脖子”问题，填

补了国内该领域的多项空白。

芜湖企业首次参与标准制定
AEC2.0L 发动机 TC 证的颁发，不仅凝聚

了项目研制团队和审查团队大量的心血和付

出，也是中国民航“小发带大发、系统带整机”

战略布局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在国内航空发动

机适航发展领域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2018年 2月，芜湖钻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

司与中国民航适航审定中心签署会议纪要——

“结合 AEC2.0L 发动机项目的研发和取证活

动，共同研究、探索与国际接轨的并具有中国

民航适航审定特色、适合中国的通用航空发动

机发展的适航取证方法和程序”，此项合作赋

予了芜湖企业更为重大的任务。

2019 年 11 月，AEC2.0L 型发动机适航申

请，被中国民航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受理。此

后，AEC2.0L发动机研制和适航团队与中国民

航审查组一起，从概念设计阶段、要求确定阶

段、符合性计划制定阶段直至计划实施阶段，

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更符合

中国国情的适航认证新标准、新办法、新路径，

为后续新型号发动机的适航取证工作铺平了

道路。 摘自《芜湖日报》

记者从宣城市浙皖国际陆港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 7月 15日，今年宣

城国际陆港累计完成吞吐量超 22716 标准

箱，其中重箱出运 11198标准箱。预计本月

底，宣城国际陆港吞吐量将超过去年总量。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宣州区敬亭山

街道巷口桥站的铁路货场。高耸而坚实的

龙门吊排列成一道壁垒，色彩鲜明的集装箱

整齐摆放。随着集装箱货车的驶入，龙门吊

的巨大机械臂敏捷地穿梭于空中，精准抓取

一个个集装箱，轻松地将它们从货车上抬升

到火车上。机器的嗡嗡声、吊具的摩擦声、

工人间的呼喊声相互交织在一起，整个吊装

现场充满了活力和紧张感。

“目前宣城国际陆港已累计服务宣城市

内外企业达155家，为宣城及周边地区外贸

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约1100万元。”宣城市浙

皖国际陆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

勇告诉记者，随着服务的企业日益增多，宣

城国际陆港持续织密班列密度，从开行之初

的约每周一列，稳步增长到目前的每周四

列，货源品类也由最初单一卫浴产品发展到

现在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家具、羽绒、新能源

汽车配件等品类丰富的高新智造产品。服

务的企业除宣城本地企业外，也辐射到了安

徽省的合肥、芜湖等地，以及江苏省部分地

区。今年以来宣城国际陆港集装箱发送数

量实现快速增长。集装箱发送数量的快速

增长，不仅体现了宣城国际陆港在物流运输

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为宣城市外贸出口量的

迅速增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今年，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公司马

士基船公司已经成功实现了海铁联运全程

提单签发至宣城，这一新模式标志着宣城站

点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周

勇表示，该模式突破了传统物流供应链的限

制，缩短了货物运输时间，降低了物流成本，

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目前地中海等其他

船公司也积极推进该模式，预计未来宣城将

成为各大航运公司中心起运点链条之一。

“通过宣城国际陆港，我们把出海口搬

到了家门口。”宣城市商务局口岸科副科长

胡娜娜介绍，针对区位优势明显但交通物

流滞后的现状，宣城市积极开通至宁波舟

山港集装箱海铁联运班列，通江达海承载

潜力初现。目前，海铁联运作为宣城市外

贸物流体系的重要补充，积极探索国际多

式联运的新路径、新模式，推动实现内陆与

港口联动，打造国际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和

区域性综合物流枢纽，成为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宣城实践。

摘自《宣城日报》 7 月 17 日，《金华市快递行业

合规指引》对外发布。这是金华市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当地实际

制定的浙江省首部预防性产业合

规指引。

金华是快递大市，共有 221 家

快递企业，快递业务量自 2020 年 3
月起稳居全国第一，从业人员 1.4
万余人，为金华发展枢纽经济作

出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因为

量多面广，行业存在诸多共性问

题，行业安全基础较为薄弱，行业

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比如实

名收寄、开箱验视制度落实不到

位问题，曾导致一些企业出现运

送禁止寄递物品情况，面临高额

处罚，影响正常生产经营。不少

快递企业还存在用工不规范问

题，很容易引发劳资纠纷，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为找准企业合规的痛点和需

求点，金华市企业合规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多次赴企业走访调

研，联合金华市邮政管理局、市公

安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快递行业

协会等多部门开展座谈，结合监管

实际，将“实名收寄”“收寄验视”

“安全检查”“信息保护”“人员管

理”等29条相关提示列入《指引》。

“快递企业及从业人员未及

时收集、录入、报送或者虚报、漏

报、瞒报实名收寄信息，或未按规

定保存安全协议、安全协议未备

案的，企业将面临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面临

五千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指

引》风险防范要点对关于实名收

寄的提醒。

金 华 江 北 中 通 经 理 薛 建 伟

说：“以往一些网点容易忽略散户

的实名收寄和验视问题，《指引》

把相关法律条文和处罚依据清晰

地列出来，这样的提醒很及时、很

管用。”据介绍，快递行业流程多、

业务广，涉及《刑法》《邮政法》《邮

件快件实名收寄管理办法》等多

部法律法规。因为众多条文散落

在不同的法律法规里，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法律法规的到达率、知

晓率。金华市企业合规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指引》就像一本专业的操作手

册，将企业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

点一一梳理，旨在通过预防性指

引，从源头减少违法违规行为的发

生。“我们将通过以案释法、合规培

训和示范培育等方式，最大限度提

高《指引》普及率，进一步激发企业

自主合规的内生动力，帮助整个快

递行业提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等

能力，实现企业合规改革从‘一个

企业’到‘一个产业’、‘单向要求’

到‘双向规范’、‘事后治理’到‘事

前预防’的转变。”

摘自《金华日报》

7月18日，中远海运保供稳链·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专班（苏州

港）首航活动在苏州港太仓港区国

际集装箱码头举行，中国新能源汽

车大批量出海有了新通道。

据了解，执行本次专班首航任

务的“GREEN KEMI”轮装载 2797
辆新能源汽车前往南美。该轮是

目前世界最大冰级多用途纸浆船，

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所

属中远海运特运刚投入运营的 6.8
万吨系列纸浆船首制船。

近年来，中国汽车工业蓬勃发

展，中远海运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综

合航运公司，全力护航民族汽车品

牌顺畅出海，推动苏州港太仓港区

成为长三角整车出口核心枢纽基

地之一。

面对汽车出口物流瓶颈，中

远海运集团联合苏州港打造集装

箱载运整车出口基地，自去年 8 月

开始，凭借个性化、定制化、多样

化的整车出口全程供应链解决方

案，已从苏州港太仓港区累计出

口汽车约 8 万辆，服务车企近 30
家。今年上半年，苏州港太仓港

区共完成汽车出口 17.2 万辆，同

比增长 11.3 倍，其中出口新能源

汽车 9 万辆，占比 52.3%，为国产汽

车出口海外市场物流保通保畅提

供了有力支持。

苏州拥有雄厚的汽车产业链

基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能强

劲。此次中远海运集团在苏州港

太仓港区成立新能源汽车出口专

班，将有力提升苏州港服务汽车物

流产业链能力，对优化苏州外贸结

构，助力苏州打造超万亿汽车产业

创新集群具有重大意义。

摘自《苏州日报》

近日，安徽省发改委发布铜陵

至商城高速公路巢湖（沐集）至肥

西（三河）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审批前公示。

根据公示，铜陵至商城高速公

路巢湖（沐集）至肥西（三河）段路

线起自巢湖市槐林镇沐集枢纽互

通，接在建G4221沪武高速公路无

为至岳西段、铜陵至商城高速公路

无为（塔桥）至巢湖（沐集）段，往西

北布设，经庐江县盛桥镇、白山镇、

同大镇，止于肥西县三河镇北，接

拟建G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

路南环段，全长约41.1公里。

建设标准为全线采用双向六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2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34.5米。全线

设特大桥6座、大桥6座，设沐集（枢

纽）、盛桥、同大、三河北（枢纽）4处

互通立交，设白山服务区1处，估算

投资81.96亿元。

摘自《合肥日报》

“芜湖造”航空发动机获颁型号合格证
7 月 18 日上午，京杭运河杭州

段二通道通航仪式在杭州八堡船

闸举行。这是浙江省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大运河宝贵遗产的标志

性成果，对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强港

和交通强省建设、积极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

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

程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人工运河，是

“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唯一贯穿我国

南北的水运主通道。京杭运河杭州

段二通道的建成通航，打通了浙江

省内河千吨级航道网的关键堵点，

开辟了联通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

之路的第二水运通道，是浙江交通

史乃至全国运河史上的又一壮举。

据介绍，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

道由新开挖航道段和八堡船闸段

组成，起自博陆，终于八堡，全长

26.4公里，总投资167.7亿元。二通

道的建成通航将全线提升大运河

通航能力，千吨级船舶可以满载货

物从山东直达杭州，通过八堡船闸

进入钱塘江。 摘自《杭州日报》

千吨级船舶可从山东直达杭州

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建成通航

从“每周一列”到“每周四列”

宣城国际陆港今年以来吞吐量超2.2万箱

宣城国际陆港的集装箱整齐摆放准备装车。

总投资 51亿元的储能设备及干式变压器

制造项目近日签约落户桐乡经济开发区。该

项目瞄准“新能源+储能”赛道，是投资方在长

三角地区建设的首个绿色智能制造产业园，全

部投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将达66亿元，助推桐

乡全速挺进新能源产业的“新蓝海”。

抢跑新能源产业这个新赛道，围绕新能源

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奋力打造千亿级新能源

产业集群，桐乡一直在努力。今年 5 月，总投

资 201亿元的桐乡时代锂电材料项目开工，该

项目规划建设年产 20 万吨硫酸镍、40 万吨锂

电三元前驱体和 5万吨三元正极材料，具有规

模体量大、产业层次高、“链”的特征明显的优

势。目前，桐乡时代锂电材料项目已进入桩基

建设阶段，预计 2026年建成投产，建成后预计

年产值超 460亿元，为桐乡大力发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补强锂电产业链提供强劲支撑。

据了解，围绕新能源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桐乡锻造了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在新能源材料

领域，以华友钴业为核心，形成了“钴盐—三元

前驱体—三元正极材料—其他关键配件与添

加剂”的锂电材料布局，以振石集团、巨石集团

为代表，布局了高性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等

风电产业链关键材料环节；在新能源装备领

域，以嘉兴福盈等企业为代表，已布局太阳能

光伏发电和组件等光伏产业关键零部件及装

备制造环节；在新能源应用领域，以合众新能

源汽车为核心，初步形成了从整车到关键零部

件、从汽配到车用电子、从软件开发到车路协

同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圈。

“向打造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的目标迈

进，其时已至、其势已成。”桐乡市经信局相关

负责人说，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桐乡新能

源产业在上游新能源材料、中游新能源产业关

键零部件及装备制造、下游新能源应用等方面

均有涉及，发展已颇具实力。力争到 2025年，

桐乡全市新能源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真正

把新能源产业打造成重要支柱产业。

而对坐拥桐昆集团、新凤鸣集团、巨石集

团、华友钴业、振石集团等多家百亿级企业的

桐乡来说，新材料产业一直是其优势主导产

业。如今，桐乡在动力电池材料、玻纤复合材

料、高性能化纤材料三大新材料主赛道上形成

全链式发展优势，拥有规上新材料企业超 180
家，龙头企业数量居全省八大新材料产业集群

首位，新材料产业年产值超1100亿元。

依靠创新驱动，桐乡正加速从“新材料产

业大市”迈向“新材料产业创新强市”。桐乡以

乌镇实验室为引领，推动新材料产业链与创新

链深度融合。目前，桐乡已建成新材料领域省

级企业研究院 30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2家，

构筑了“科技研发在全球、成果转化在桐乡”的

新材料产业科创新格局。

摘自《嘉兴日报》

嘉兴桐乡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构建核心竞争力

加速崛起新材料新能源“双千亿”产业集群

金华市发布快递行业合规指引
系浙江省内首部预防性产业合规指引

合肥境内拟添一条高速公路

苏州：2797辆新能源车
船载前往南美

中国新能源汽车大批量出海有了新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