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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大别山，红色精神传承不息；滔
滔江淮水，激荡强劲发展脉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深入安徽考察，强调新发展理念，擘画
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重大战略，江淮大
地留下了他跋山涉水访贫问苦、谋“国之
大者”的足迹。安徽牢记总书记嘱托，奋
力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安徽，曾是长三角的“旁听生”。在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和推动下，安徽
成为“正式生”。

2020年8月，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
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
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从安徽来讲，
加进来后，就犹如种地，改良了土壤和墒
情，加上优质的种子，庄稼就长旺盛了。”
他强调，安徽“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
个关键词”。

让中国宝武马钢集团董事长丁毅难
忘的是，2020年8月，近40摄氏度的高
温下，总书记走进车间，嘱托马钢人：“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能够把握机遇、顺
势而上”。当时，位于上海的中国宝武集
团和马钢实施战略重组不久。

牢记总书记嘱托，马钢人抓住长三
角一体化机遇，2021年实现营收破千亿
元、利润破百亿元的历史突破。今年，马
钢自主研发的350公里时速的高铁车轮
将在复兴号动车组上实现整车装用，中
国高铁穿上了国产“跑鞋”。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不断壮大自
己，也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出自己的
贡献。2021年，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亿
元以上项目4167个，实际到位资金超过
9000亿元，同比增长22.6%，占全省的
半壁江山。安徽还积极“链”入长三角，
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优势，牵头成

立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加快建
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建设长三角高附加值绿色农产品生
产加工供应基地，2021年有400余亿元
的优质农产品摆上沪苏浙居民的餐桌。

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安徽
频频提到的关键词，也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第一动力。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
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
2020年8月，来到安徽创新馆。两次考
察都详细察看了科技成果、询问创新发
展，总书记强调：“要对标世界一流，加强
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加大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力度。”

锚定科技创新共同体，安徽不断深化
上海张江和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两心同创”，加快建设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在安徽，已经挂牌组建全国首个
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数量位居全国前
列。“墨子号”“九章”“祖冲之号”“人造太
阳”等重大科技成果世界瞩目，量子通信、
动态存储芯片、陶铝新材料、超薄玻璃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独树一帜，以“芯屏器合”
为标识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如今，安徽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国家
第一方阵，能级之变、位势之变、创新之
变前所未有。

“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作为农业大省，安徽农村人口多，又
曾有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一度
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总书记牵挂这里
的乡亲。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第
一天，便一路奔波来到大别山腹地——
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走进贫困户家中，
了解农村脱贫特别是革命老区扶贫的真
实情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
少，总书记勉励大家，“全力做好脱贫攻
坚工作，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村民陈泽申清楚地记得，在自家小
院，习近平总书记坐在他身旁，为村里的
扶贫工作“划重点”。“从产业到教育再到
兜底政策，总书记嘱咐得细，要求‘必须
横下一条心来抓’。”老陈说自己发展特
色种植养殖、兼职村中的公益性岗位，依
托好政策住进了新房子，第二年便主动
申请摘掉贫困帽。

这个曾经“出门就是岭”的贫困山村“山
门”大开，建起茶厂、民宿以及游客接待中
心，走出一条“山上种茶、家中迎客、红绿结
合”的产业新路。这几年，大湾村通上了5G
网络，成为安徽首个“零碳乡村”，获评“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年接待游客35万人次。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
到安徽。在巢湖岸边的渡江战役纪念
馆，总书记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
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

就在这一年，安徽全省484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江淮大地上，

“一个不能少”的承诺化为现实。牢记
总书记的嘱托，安徽健全防止返贫动态
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增强脱贫
地区脱贫人口发展动能。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扎实推进民生工程”。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安徽聚焦群众的急难
愁盼，今年推出十项暖民心行动，把老百
姓“盼的事”变为党委政府“办的事”。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

大堤外，平静的淮河水日夜东流。
大堤内，阜南县王家坝镇保庄圩里的搬
迁居民迎来了“告别”庄台后的又一个夏
天，小花园满眼绿色、小广场人来人往，
学校、超市和社区诊所都“近在身边”。

2020年8月，在安徽考察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了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
西田坡庄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引导和鼓励乡亲们逐步搬离出去，
确保蓄洪区人口不再增多”；“要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规律，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与
自然和谐相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也要现代化”。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安
徽开展淮河行蓄洪区居民迁建，“水口
袋”里11万余人搬至安全地区；调整沿
淮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在蓄洪区发展适
应性农业。2021年蒙洼蓄洪区芡实种
植面积突破6万亩，阜南县种植杞柳超
过10万亩，带动芡实加工、柳编等特色
致富产业。

安徽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
大江大河大湖的省份，从防范水之害、
破除水之弊，到大兴水之利、彰显水之
善，习近平总书记为之悉心擘画。

在马鞍山市薛家洼生态园，总书记
强调：“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要把相
关工作做到位，让广大渔民愿意上岸、上
得了岸，上岸后能够稳得住、能致富。”

“总书记给我们指引了一条幸福
路。”上岸渔民陈兰香说，2021年她带着
从薛家洼一起上岸的渔民办起家政公
司，不仅收入稳定还有分红。整个2021
年，安徽有两万多退捕渔民转产就业。

为实现人水和谐共生，安徽把打造
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
列为生态文明建设“一号工程”，2021年
长江流域安徽段水质优良断面比例
92.7%，达到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成立
专门机构统一行使巢湖流域综合管理职
责，治理了52条入湖河道及支流；投资
390亿元用于巢湖综合治理，建设环巢
湖“十大湿地”、全面开展生态修复。

如今的安徽，生态优势显现，高质量
发展呈现良好的态势。

2021年安徽经济总量突破4万亿
元，跃上了新的台阶。江淮儿女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将创造
更喜人的业绩。 据新华社

潮涌江淮风帆劲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安徽篇

逶迤八百里沂蒙，巍巍七十二崮。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沂
蒙革命老区先后建立了滨海、鲁中、鲁南
革命根据地。沂蒙根据地多达120多万
人民拥军支前，10万多名英烈血洒疆场。

从城市崛起到美丽乡村，从现代物
流到直播电商，曾经的连片扶贫重点地
区沂蒙革命老区，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
展的蝶变之路。

“直播之城”：老区新名片

初夏时节，沂河水阔潮平，沿河公园
风光旖旎，两岸高楼鳞次栉比。

精心严选货品、拍摄预热短片……5
月27日，在山东临沂兰山区临谷电商科
技创新孵化园内，主播王丹丹忙着筹备
直播专场活动。这个直播团队在快手平
台有1600多万粉丝，对接200多家供应
链企业。记者了解到，随着物流恢复，直
播团队又忙碌起来。

近年来，临沂抓住直播电商发展机
遇，致力于打造中国北方最大的短视频
直播电商基地，目前建成电商产业园44
处，有电商直接从业者18万人。

临沂现建成覆盖全国2000多个城
市的信息平台，2000多条物流线路辐射
全国所有县级以上城市，物流成本比全
国平均水平低20%-30%。现有物流园
区38个，从业人员近1万人。

当前，临沂物流业正与互联网、物联
网、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在兰山区义堂
镇，占地205亩的智慧云仓项目建设如
火如荼。新明辉商城总经理助理侯宪峰
说，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智慧云仓自动
化率将超90%，每天可处理电商订单10
万单以上，日吞吐量达5000吨。

穿行在临沂大街小巷，直播小镇、直
播孵化基地等标识随处可见。“直播之
城”，成为临沂的闪亮新名片。

融入长三角：老区正“起势”

临沂兰陵县代村农企园里，一辆辆
货车排列等候。“农企园是村里农产品精
深加工项目，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的蔬
菜，将送到长三角地区百姓餐桌上。”代
村党委书记王传喜说。

兰陵县有上百万人口，全县种植120
万亩蔬菜，其中60%直供长三角大型市
场、商超，成为长三角地区的“菜篮子”。

在上海打拼20多年的兰陵人左大

江介绍，兰陵有不少“菜二代”，改革开
放初期，就有父辈到上海卖菜、创业。
如今，左大江在上海开了30多家连锁
超市。

兰陵县还有30多万人在长三角地
区工作。得益于相关政策，这个传统农
业大县正加速融入长三角地区。

近年来，临沂及时了解长三角地区
的农产品需求变化，鼓励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和融合发展。临沂市委书记任刚
说，临沂与长三角20多个中心城市具备
区域合作基础，融入长三角，可为乡村振
兴打开巨大市场空间。

2020年，临沂提出全力打造长三角
中心城市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休闲旅
游“后花园”、产业转移“大后方”。苍山
蔬菜、蒙阴蜜桃、沂南肉鸭……一个个品
牌从沂蒙山区走向长三角地区。目前，
临沂共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210
家；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去年接待长三角
地区游客492.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4.18亿元。截至2021年底，临沂在建
的长三角地区招商引资项目388个，到
位资金492.2亿元，占全市引资总量的
35.1%。

主动对接长三角，老区正全面起势。

连接中外：老区新动能

眼下，正是临沂莒南县坪上镇厉家
寨村樱桃收获的季节。村党支部书记厉
明聪说，以前外地客商想来考察货源，一
听说去村里就不愿意了。

2019 年 11 月，日兰高铁开通，沂
蒙革命老区首次接入全国高铁网，不
仅改善了沿线人民的出行条件，也深
刻影响了老区的发展格局。“现在外地
游客下了高铁，可以直接进樱桃园。”
厉明聪说。

目前，临沂已开通至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德国等多条中欧班列，商品出口到
6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东西部地区协作也得到加强。比
如，平邑县发展金银花产业，初步形成

“良种选育、推广种植、干花购销、药品
食品研发生产”的全产业链企业，先后
在甘肃、新疆等地推广种植金银花20多
万亩。

各种变革在沂蒙深处悄然展开。沂
水县大力推进殡葬改革，解决厚葬之弊，
免费殡葬全面推开。文明新风，让美丽
乡村“既有面子，也有里子”。

今日沂蒙老区，更绿更富更美。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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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蝶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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