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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埇桥区：
“智慧养鸡场”开创致富新“鸡”遇

星报讯（彭序 记者 禹志强）日前，记者走进宿州埇桥区

桃沟镇欣牧养殖有限公司，只见8栋标准化鸡舍整齐排列。

与印象中的养鸡场截然不同的是，鸡舍内明亮洁净、温度宜

人，没有鸡毛纷飞、臭气熏天、满地粪便的场景，只能听到自动

化设备轻微的运作声。负责人郭立穿梭其间，认真查看着每

只肉鸡的健康状况。

“过去养鸡全凭经验，现在则靠数据。你看，我们鸡舍

内现在的温度、湿度都可以实时监测显示。”郭立指着鸡舍

内的智能控制系统向记者介绍，养鸡场采用的是国内最先

进的现代化笼养设备，喂食、通风、喂水、清粪……均实现

自动化管控。

“‘智慧养鸡场’是我们公司和桃沟镇7个村合作，利用乡

村振兴衔接资金联建的项目，每年可为各村集体提供财政投

入资金6%的收益。”郭立告诉记者，目前鸡舍内的这批肉鸡刚

进鸡舍，生长45天左右就可以出栏，成活率可达98%。整个

鸡场一年能出栏约130万只白羽肉鸡，年产值达3000万元。

村企联建“智慧养鸡场”，既促进村集体经济收入，又带动

周边20余位农户增收致富，“啄”开增收致富的新路径。桃沟

镇农业农村中心主任王博表示.

合肥市青少年足球联赛拉开大幕
7月8日上午，合肥骆岗公园梦想大草坪上演了一场特殊

的足球对决——一场由合肥市50后、60后、70后、80后的足

球队员及代表与合肥市U10组的小将的“传承之战”。这场别

开生面的垫场赛，拉开了合肥市青少年足球联赛暑期联赛的

序幕。未来一年内，合肥市预计将有近700支青少年队伍、超

10万人次踏上绿茵场，享受足球运动的激情与快乐，校内辐

射人群更将突破百万。本届联赛由合肥市青少年足球联赛组

织委员会主办，合肥市体育局、市教育局等多部门联合承办，

是合肥地区覆盖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竞技水平顶尖的青

少年足球盛事。 记者 黄洋洋/图

7 月 4 日，记者走

进位于安徽省蚌埠市

的“中国传感谷”展

厅，这里是蚌埠市打造

智能传感产业集群的

核心承载平台，与合

肥“声谷”、芜湖“视谷”并称安徽省人工智能产业“三谷”。

老工业基地转型 产业集群初显规模

蚌埠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陶广生在接受采

访时介绍，作为全国老工业城市，蚌埠在上世纪90年代就

已是传感器制造基地。当前，蚌埠正抢抓AI时代传感器产

业转型升级新机遇，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全

力打造“中国传感谷”，培育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

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中国传感谷”按照“一谷三

园多点”总体布局进行建设。在产业核心区域汇聚了众多

龙头企业和创新资源，由各园区分别承担不同的产业功

能，并在蚌埠全市范围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了产业互补、协

同发展的格局。如今，“中国传感谷”产业生态持续完善，

已集聚北方微电子研究院、芯动联科、希磁科技等200多

家智能传感器上下游企业，初步形成智能传感器材料、设

计、制造、封装、测试和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

安徽华鑫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就位于“中国传感

谷”内。在该公司的洁净生产车间，高度智能化的8英寸

微机电系统（MEMS）晶圆生产线正全速运转。MEMS传

感器是智能传感器的核心，在消费电子、汽车工业、航空航

天等领域市场空间广阔。

华鑫微纳副总经理丁敬秀表示，该公司产品聚焦中高

性能的汽车级、工业级传感器，实现了与博世（Bosch）等

MEMS“巨头”技术对标，显著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目前，

车间的生产线正处于产能爬坡阶段，预计到2027年形成

月产3万片MEMS传感器晶圆的产能。

据介绍，华鑫微纳的投产直接缓解中国国内MEMS芯

片产能缺口，尤其在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关键领域实现

国产化替代，保障产业链安全。这一突破将使蚌埠成为中

国传感器产业布局的重要节点，加速蚌埠从老工业基地

向“智能传感器产业先导区”转型。

政策助力发展 打造千亿产业集群

企业纷纷入驻，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与配套政策“磁力”

十足密切相关。据了解，“中国传感谷”建立了省、市、区三

级政策扶持体系，从资金支持、科创平台建设、人才引育、海

外发展等多方面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为此，蚌埠成立智能

传感产业专班，定期协调解决园区建设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组建总规模超 70 亿元人民币的智能传感产业投资基金，解

决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重大项目落地。

陶广生表示，当前，“中国传感谷”正着力打造自主可

控、品类齐全、产值超千亿元的传感器产业集群。随着传

感谷一再传出“智能强音”，蚌埠这座老工业基地不仅在

改写自身的产业基因，也在助力中国智能传感器产业的自

主可控发展。 记者 唐朝

7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头条报道 安

徽桐城六尺巷，黛瓦青砖间，小巷古朴，文脉悠

悠。盛夏时节，郁郁葱葱的香樟树下，天南海北

的游客来到这条两米宽、百米长的小巷，亲身感

受传承数百年的礼让文化。来自合肥的游客张

欣雅在巷口买了一把写有“礼让”的折扇，兴奋

地说：“六尺巷的故事现在家喻户晓，今天实

地逛了逛，才发现原来这么有底蕴。”

六尺巷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邻居吴家互

相退让三尺地基而成，是中国邻里和谐礼让

的典范。202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考察，了解六尺巷历史及其传承，听取

当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情况。

“在诗书照壁前，总书记重温了张吴礼让

典故。总书记看得很细，不时指点询问。”桐

城市博物馆馆长叶鑫回忆。

“总书记当时叮咛，谦让，谦虚，和为贵，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已经融入到中国

人的基因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自觉传承

这种精神。”叶鑫说，“这激励我们继续发挥文

博优势，通过特色文物展览，让大家感悟中华

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

小巷“出圈”，带火了此处的张氏、吴氏家

族文化陈列馆以及礼让、廉洁文化等主题

馆。青砖宅院内，一块全息屏幕复原着小巷的

古貌。叶鑫说：“我们用全息投影等新技术，为

观众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传统文化焕发

新生。”穿过百米长的小巷，一座牌坊上书写

“礼让”二字，见证着历史典故的时代新篇。

张英的十二世孙张耘如今仍在六尺巷周

边工作生活。作为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他

常引用老祖宗的故事，调解社区家长里短、矛

盾纠纷。如今，六尺巷声名远扬。从桐城市社

区治理的“六尺巷调解法”，到最高法工作报告

提出推广“六尺巷”调解工作法，这条小巷成

为传统文化赋能现代治理的经典范本。

老工业基地抢抓新风口 传感谷传出智能强音

7 月 8 日，《法治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原来，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令企

业经营者不堪其扰。如今，多部门执法检查

联合上门‘综合查一次’，迎检频率大大降

低，我们可以腾出更多精力搞生产经营。”近

日，安徽省芜湖市多名企业经营者对这种新

模式拍手叫好。

2024年5月，芜湖市“综合查一次”改革

破冰。2025年 1月，被确定为安徽省“综合

查一次”改革唯一试点城市以来，芜湖市聚

焦“减少检查次数、提升执法质效、提高企业

满意度”目标，以“机制重构、流程再造、数字

赋能”的改革思维，推动从单一查向联合查、

从随意查向规范查、从全覆盖向精准查、从

重管理向重服务“四个转变”，探索形成跨部

门、跨领域、跨层级的联合行政执法检查机

制，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营造良好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

记者近日从芜湖市司法局了解到，截至

6月20日，芜湖今年通过“综合查一次”联合

检查企业2743家次，减少检查次数4040次，

较改革前减少59.56%。

“我们把‘综合查一次’改革作为一项核

心抓手，在开展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中，着力解决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

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

题；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中，

重点突破涉企执法监管多头执法、重复执

法、机械执法、小过重罚等问题；在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存在差距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中，聚力破解涉企检查过多增加企业负担

和烦扰难题。”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局长尹春华说。

“建立‘非联查对象库’机制，开通企业自

主申报通道，通过‘企业自主申报+数据赋智

研判’双轮驱动，细化落实差异化监管举措；

创新‘三员’协同机制，行政单位设立执法协

调监督专员、数据共享专员，企业以自愿为前

提设立执法协同专员，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

渠道，提升助推部门之间、政企之间的执法协

作和信息共享，提升执法质效；建立政企互动

机制，实行‘邀约式’入企指导，落实说理式执

法等柔性举措，彰显了‘有温度’政府底色。”

芜湖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李萍说。

“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

芜湖全面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

一网集成监管提高涉企执法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