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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

示，2024 年上半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

标——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

全球领先，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5%、

74.7%和 58.9%。中国，正在成为“世界

造船厂”。

中国造船业的闪耀，有来自芜湖的

一束光。

7月 30日 11时，由芜湖造船厂生产

的 14600吨多用途型重吊船在芜湖三山

顺利下水。与此同时，1000公里之外的

芜湖造船厂威海基地的全自动化生产线

上，一艘7000车装载量的汽车运输船正

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2023 年船舶出口交易合同款，达

前 5 年总量的 3 倍；2024 年截至目前，

手 持 船 舶 出 口 交 易 订 单 ，工 期 排 到

2028 年……芜湖造船厂的爆发式发

展，是安徽乃至中国船舶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缩影。

据《芜湖通史》记载，芜湖造船厂

前身为 1900 年创办的福记恒机器厂，

主要从事船舶修理，是近代芜湖机械

工业产生的标志之一。1939 年，日商

买下该厂迁至弋矶山长江边，1942 年，

更名为德兴铁工所芜湖造船厂。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芜湖市政府组建安

徽省机械工业第一家国营企业——芜

湖铁工厂，即后来的芜湖造船厂。芜

湖造船厂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引领了

芜湖造船业发展的方向，并进入全国

十大造船厂的行列，创下过中国造船

行业的多项第一。

用造车的思路造船
2017年，在芜湖造船厂百年发展史上

看似普通的这一年，厂子里悄然发生的一

些变化，为几年后的“爆发”埋下伏笔。

这一年，全球航运市场处于低迷状

态。而深耕汽车行业多年的张钊却调任

芜湖造船厂有限公司负责人。皖江巨埠

芜湖作为汽车之城，坐拥安徽首位产业

首席企业。芜湖造船人主动靠拢、积极

借鉴融合，把汽车产业发展思维嫁接到

船舶生产中，力图改变造船业多年一成

不变的局面。把造车思维融入造船实

际，芜湖造船厂秉承了自主品牌汽车多

年来安身立命的法宝——创新。

如今，自动化生产线早已成为汽车

制造企业的“标配”。2017年开始，借助

汽车产业研发经验，通过和相关高校合

作，芜湖造船厂开始自动化、智能化生产

线的自主研发。百年船厂，开始蝶变。

芜湖造船厂从行政管理转变为以项

目为导向，创新建立“型船经营长”制度，

一艘船由一名经营长负责组建包括生

产、技术、营销等全流程团队，各项目组

间形成竞争，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一批

年轻人崭露头角。刚刚下水的本年度安

徽省最大的新一代多用途型重吊船，型

船经营长、“80后”曹锟就是其中代表。

接得住“泼天的富贵”
2021 年，新冠疫情结束后，国际航

运市场全面复苏。随着国际局势不断变

幻，集装箱船、汽车运输船、能源运输船

三大类船舶需求量激增，全球造船资源

变得紧张，各大造船企业苦尽甘来。

面对“泼天的富贵”，不是想接就能

接得住。国外船东对高端船型的需求，

国内船厂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满足？

2017 年即在国内率先起步的芜湖造船

厂，早早地迎来自己的“小阳春”。

芜湖造船厂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营

销中心总监陈安明说，2018 年，芜湖造

船厂签下来自瑞典船东的 2 艘液货船

订单。用着觉得好的瑞典人，2023年又

订了两艘一样的船。据专业人士介绍，

几年后第二次复造时，这两艘的主要技

术 指 标 仍 处 于 当 时 国 际 顶 级 水 准 。

2024年，这家瑞典船东又与芜湖造船厂

签下 2 艘船的订单。“成为客户第一选

择”，芜湖造船人做到了自己想做到的

事情。

北欧多航运大国，如今，芜湖造的船

在这里已经积下口碑。瑞典之外，来自

芬兰、挪威的船东纷纷与芜湖造船厂签

下订单，欧洲大陆的荷兰、德国，也开始

向他们伸出橄榄枝。7 月 30 日下水的

14600 吨多用途型重吊船，即是德国客

户建设海上风电场必需的装备。

化学品船是芜湖造船厂的拳头产

品。目前，该公司手持化学品船订单不

论数量还是载重吨均居全球第一，2024
年上半年接新MR油轮订单数量全球第

二、国内第一，新接化学品船订单数量

全球、国内均第二。

未来关键词：智能、绿色
今年 5月 30日，芜湖造船厂（威海）

绿色海工科技产业基地项目正式投产。

这是百年芜船实施向外借海借地战略的

首个船舶建造基地，主要建造 3000—
9000车汽车运输船和 50000载重吨MR
型成品油船等高附加值船型。

该基地拥有 8 条全自动化生产线，

以及行业内领先的智能切割下料车间、

智能部件装焊车间，在喷印、焊接、下料、

分拣、驳运等生产流程实现人机高度协

同，整体节约人工约40%，车间自动化率

可达 80%。随着基地的投产，拥有百年

造船史的安徽造船企业，掀开了“由江向

海”的新篇章。

今年 7 月，安徽省制造强省建设领

导小组印发《安徽省加快内河绿色智能

船舶与特色海洋工程装备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2024—2027 年）》，明确提出建

设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特色产业集群的

目标任务。

记者了解到，芜湖造船厂目前正牵

头攻坚内河绿色智能电池船项目，用电

池代替船舶传统动力能源。该公司建造

的安徽省第一条油改电内河船舶现已交

付，全国首艘高端新能源 100 客位游览

船正在加紧建造中。芜湖人再次把造车

的思维运用到造船上，芜湖造船业的下

一个增长点，未来可期。

摘自《芜湖日报》

近日，浙江微磁磁流体密封模组生

产基地项目在义乌开工建设。该项目

总投资 10.5亿元，将打造集磁性流体功

能材料和磁流体密封模组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基地，是推动金华市

集成电路及信创产业链“攀高向新”的

重要一环。

招大引强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

水”，也是支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

线”。今年上半年，金华市锚定“港”“廊”

“链”主战场，突出十条重点产业链精准

招商，高频对接企业、高效服务项目，新

招引落地10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38个。

围绕“招什么”，金华市紧密对标浙

江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十条重

点产业链为主抓手，迭代升级“一链一

图一团队一基金一清单”招商体系，实

施强链补链育链优链延链招商，大力引

进一批“链主”企业、关键环节企业和配

套企业。

浦江县找准产业培育“切入点”，绘

制光伏、储能等产业链拓扑图，合作成

立总规模 75 亿元的 IDG 资本和谐绿色

基金、6亿元的安芯众义产业基金，推动

光伏胶膜、硅胶、逆变器、智能支架边

框、高纯石英砂、光伏组件、金刚线等各

类光伏产业配套企业不断在浦江集

聚。继去年浦江落地首个单体 50 亿元

以上重大制造业项目——盈旺新能源

精密结构件项目后，今年 4 月，年产

“10GWh 电芯+10GWh 储能”系统集成

生产基地项目又创下当地投资规模之

最。该项目总投资约53亿元，致力于促

进金华乃至长三角光子芯片产业发展。

围绕“怎么招”，金华市高效落实

“链长+链主”协调机制，一方面充分发

挥“链长”统筹协调作用，另一方面探索

“链主”参与和基金招商的新模式，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链“五图五清单”

为索引，开展链式精准招商。

今年以来，十条重点产业链的“链

长”马不停蹄，专题召开产业链会议 72
次，带领企业外出招商 60 余次。上半

年，十条重点产业链落地项目 26 个，占

金华市新招引落地项目数量的68%。

金华市深入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

升“一号改革工程”，积极投身政务服务

增值化改革的新赛道，聚焦企业生命全

周期，做好产业招引和产业培育的要素

服务保障，针对性提供定制式服务套

餐，为上下游企业落地、研发、生产、销

售提供个性化的衍生服务。

为“好项目”匹配“好服务”，金华市

招引的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持续提速，不

断刷新“进度条”。去年11月，润马光能

一期 TOPCon 高效电池及组件项目投

产。项目一签约，市、区两级部门以“容

缺审批制度”和“极简极速审批”保障项

目快速推进，先实现“招引即落地、落地

即开工”，再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

当年投产、当年升规”。今年，在企业研

发人员和科研院所联合攻关下，润马光

能突破 N 型 TOPCon 光伏电池产业化

技术瓶颈，将光电转化效率提高到26%。

数据显示，近年招引落地的大项目

对金华市制造业投资和工业经济增长贡

献度逐渐增强。2022年以来落地的10亿

元以上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347.93 亿

元。其中，今年 1—6月完成投资 117.02
亿元，占金华市制造业投资的 40.9%，占

比创新高。今年，金华市共有16个制造

业项目入选当年实施类省重大产业项

目、获得用地指标奖励1764亩，为下步扩

投资、稳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摘自《金华日报》

8 月 4 日，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2024 年合肥

中欧班列中欧去程方向第221列从合肥北站，经满

洲里口岸发运至东欧，共发运 110标准箱，主要货

物为江淮轿车。该趟班列装载货物全部为安徽本

地货物。

数据显示，今年 7月，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班列 64列，发运集装箱 2646标准箱，货值 11.52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36.17%、37.38%、81.82%。

“合肥中欧班列自 2014年从合肥北站鸣笛启

航，在庐州海关的支持下，通关效率不断提升，‘铁

路快通’‘一单制’等各项创新举措依次落地。”合

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随

之而来，班列的开行频次逐年攀升，从最开始每月

1~2列提升到每周12~15列，目前已经连接20个国

家、151个国际站点，并顺利开通跨越里海和黑海

班列。货物类型也逐渐多元化，从日用品到电子

元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 摘自《合肥日报》

今年以来，宣城市聚焦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

个性化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创新工作机制，全面构

建城乡一体、资源共享、产业融合的健康养老服务

格局，有效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

优化资源，着力发展高端特色医疗。宣城市

通过建设“长三角名医工作室”，大力引进长三角

名医资源，目前建立“长三角名医工作室”68个，接

诊1.15万余人次，新增80余项新技术、新项目。突

出“中医药+生态”优势，积极支持有丰富临床经验

和技术专长的中医医师和中药师带徒授业，大力

培养省级名医，加强特色专科建设。创新实施基

层中医药“岐黄惠民”工程，提升中医药服务能

力。大力推进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建

成 2个省级中医药特色小镇、3个省级中医药健康

旅游基地、6个市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

强化服务，着力提升康养配套水平。强化健康

服务能力建设，加强公立医院体检中心及美年大健

康、华信体检中心等品牌体检机构建设，积极打造

集健康咨询、体检中心于一体的健康服务模式。强

化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提升，各级医疗机构与养老机

构签约服务181对，建立医疗“绿色通道”，创成2个

省级优质医养结合示范县、5个省级医养结合示范

机构、15个省级优质医养结合示范中心。

多业融合，着力构建康养产业体系。宣城市先

后与上海市松江区、浙江省嘉兴市、上海市徐汇区

签订《长三角区域养老一体化协议》，与江苏无锡、

浙江湖州磋商共建“长兴宜兴广德幸福颐养区”，利

用宣州区昆山湖、亲心谷等面向上海、南京等地发

展周末游、避暑游、文化游等旅居养老。以长三角

（广德）生态康养基地为代表，突出“生态-康养-文

旅”深度融合，打造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康养产业

体系。同时，创成宣城山屿海亲心谷、宁国恩龙世

界木屋村、广德澄德庄园等一批康养基地，建成运

营官塘湖生态旅游景区、昆山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等

一批健康养生旅游项目，广德市笄山村、绩溪县伏

岭镇获评“安徽避暑旅游休闲目的地”。

摘自《宣城日报》

8月 5日，在天通瑞宏科技有限公司的恒温仓

库，杭州海关所属嘉兴海关关员正在对一批半导

体抛光机实施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

验，查验完成后货物将很快投入生产线。该设备

需要恒温恒湿存储，对开拆环境有较高要求。嘉

兴海关根据企业申请，结合实际情况，派员实施了

“上门查验”，以解企业的燃眉之急。

“刚开始我只是抱着尝试的心态给嘉兴海关

咨询热线打了一通电话，没想到海关如此重视我

们的申请诉求。”天通瑞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沈

瞿欢告诉记者，“海关工作人员上门查验时还给我

们宣讲了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

式，指导我们更好享受政策便利。”

沈瞿欢提到的“上门查验”，指的是海关总署

在全国推广的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

模式。在该模式下，对不宜在口岸海关监管区实

施进境查验的真空包装、防光包装、恒温存储等货

物，可以将货物由口岸转至目的地进行查验，有效

避免在口岸拆毁真空包装查验可能造成的损失，

同时实现通关速度再提升。

该模式推广后，嘉兴另一家半导体设备生产

企业浙江芯晖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也在积极申请适

用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自该

政策推广以来，嘉兴海关积极开展宣讲，有效推动

政策扩面增效。截至目前，嘉兴海关辖区内已经

有 5家企业适用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

验模式，另有乌镇实验室作为全国首家获批的科

研机构享受此政策。 摘自《嘉兴日报》

“在行进的小火车

上，了解盐湖和盐文化，

浏览茶卡盐湖‘天空壹

号’景色，深感这里是一

个如梦如幻的地方，简

直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

一幅神奇画卷。”近日，

刚刚结束青海之行的北

京游客冯赣勇感叹道。

连日来，湖州援青

项目乌兰茶卡盐湖“天

空壹号”景区迎来旅游

旺季，来自全国各地游

客日均超 1 万人次，近

300 间客房的预订已经

排到8月中旬。

景区的火爆人气，也

带动了十几公里外茶卡

镇夜市经济的繁荣。当

地居民文德尔玛说，赶着

七八月游客高峰，家家户

户开始摆摊，销售盐雕、

酥油等当地特产。现

在，谁能在“经济大省”

的国企“天空壹号”上班，是很骄傲的事。

时间回到 2021年，在浙江省援青指

挥部的牵线搭桥下，湖州交通集团成功

收购青海省乌兰县茶卡壹号文旅公司控

股权，这是湖州首个“域外混改”创新案

例，也是全省首个对口合作旅游项目“国

企混改”的成功实践。

湖州交通集团对口援助青海省乌兰

县开发茶卡盐湖景区的负责人归世亮回

忆，收购前，茶卡镇很冷清，景区客流量

稀少，配套产业发展举步维艰，企业现金

流紧张，工程难以为继。

如今，茶卡盐湖“天空壹号”景区已打

造成为集盐湖观光、住宿餐饮、休闲度假

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今年

以来，景区接待游客达78万人次，半年度

营收3300万元、比收购前同期增长500%。

茶卡由“冷”转“热”，成为东西部协作

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湖州交通集团深耕

“地瓜经济”，依托茶卡盐湖“天空壹号”景

区，实现“资本援青、智力援青、产业援青”。

湖州“组团式”的管理经营队伍常驻

青海一线，东部的先进管理经验在乌兰

“扎根”。“我们先后指派9批次85人次的

指导组，为景区提供全过程跟踪管理服

务。”湖州交通集团介绍。

3年来，湖州交通集团繁育藤蔓，厚植

国企稳健的投管模式，为景区构建起“阵

地式”人才培育帮扶体系，为当地培育“带

不走”的人才近500人。藏族小伙多杰才

旦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作为景区客房部

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去年在湖州学习到

的先进管理经验现在都运用在了工作中。

湖州交通集团介绍，之后的援建工

作将秉持“跳出湖州看湖州、跳出湖州发

展湖州”理念，继续深挖“地瓜经济”潜力，

积极探索创新“东部资本+西部资源”融

合模式，通过浙江与青海的紧密协作，实

现更多共赢成果。 摘自《湖州日报》

芜湖用造车思路造船

上半年落地10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38个

金华持续招大引强加速产业聚链成势

在京杭大运河苏州高新区浒墅关段，运输各类物资的船舶川流不息，流淌千年的运河依然发挥着“黄金水道”的

作用。 摘自《苏州日报》

﹃
域
外
混
改
﹄
探
索
东
西
融
合—

—

湖
州
﹃
地
瓜
经
济
﹄
藤
连
茶
卡 宣城全面构建

健康养老服务新格局

“上门查验”提升通关速度
嘉兴海关积极推广监管新模式

合肥中欧班列7月发运货值
同比增长8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