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读懂了合肥产业链的几个关键词，

我们也就明白了合肥产业链发展“实”在
哪儿！“能”在哪儿！“新”在哪儿！

9 月 20 日-24 日，2023 世界制造业
大会在合肥举行。我们的眼光再一次关
注合肥，亦再一次感慨合肥产业链集群
的高质量发展。当前，全力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
抢滩布局，各地都在做。“强链补链延链”
也成为各地产业发展的中心词。怎么做
实？怎么做好？我们当认真研究合肥“链”
的几个关键词。

一、“链长”工作的重点要点

产业链“链长制”是近年来多地纷纷
采用的制度创新，以领导挂帅担任链长，
通过充分发挥党政一把手集聚内外部资
源的能力，提升一个区域的产业链现代
化水平、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但有些
地方，“链长”却往往只挂名不出征、只联
系不深入，抑或是局限在解燃眉之急、单
一帮扶之上。

合肥的“链长”，则有清晰的职责。其
工作内容包括完善产业发展规划，厘清
本地产业发展基础，提出产业链发展思

路；优化产业政策措施，厘清产业链发展
的具体需求，研究提出支持产业链发展
的政策措施；加快培育重点企业，遴选培
育产业链领航企业、龙头骨干企业，大力
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协调推进重点项目，
策划一批、引进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
批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推
动建设共性技术、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
平台，加大产业链公共服务供给；建立常
态化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四送一服”
等。也就是说，合肥的“链长”，其工作的
着眼点，不在单一企业，而是整个产业；
其工作的重点、要点，不仅是产业发展现
状的难点、痛点，更在产业未来发展的路
径、图谱。

实践亦如是。2020 年合肥提出“链
长制”后，各路产业链“链长”集中调研，
高位推进解决问题，直接催生了相关产
业政策体系的再优化、产业链发展顶层
设计的再完善。比如《合肥重点产业链情
况汇编》，梳理全市12个重点产业链发
展情况，形成产业链全景图、产业链分布
图、产业链总体情况表、产业链重点企业
汇总表、产业链重点项目汇总表、产业链
创新平台汇总表等“两图四表”，既直观
反映了产业链的建设动态，又提出阶段
工作重点，及时引导全市产业发展行稳
致远。

二、两类“链主”的作用

产业链有“链主”企业，已然众所周
知。专业的说法，“链主”企业处于产业链
核心位置和关键环节，具有较强的产业
控制力、突出的资源整合能力、协同创新
的领导能力、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我们通常理解“链主”企业就是大而
强的龙头企业。在合肥，几次对龙头企业
的招引，成功为合肥的集群构造和产业
升级奠基铺路。2008 年引进京东方，撬
动了平板显示产业链；2016年与兆易创
新合资成立长鑫存储，催生出半导体芯
片产业链；2020 年战略合作蔚来汽车，
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风潮。

但合肥的实践告诉我们，还有一种
“链主”企业，他们暂时还不够大不算强，
但他们是技术和研发领先型公司，属于
产业链技术中枢，不仅同样能够影响产
业链的发展，甚至能够制定产业链的规
则与标准。比如科大讯飞，一家本地孕育
出的科创企业，从语音技术起步，坚持源
头核心技术创新，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领
先的人工智能企业。它亦发挥出“链主”
企业的龙头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聚集发展，吸引了1000多家企业落户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国声谷”，进而形

成千亿级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但科大讯飞依然是企业，另一类“链

主”则是“链主人士”。合肥的产业链中，
智能语音有刘庆峰，光伏有曹仁贤，新型
显示有张德强……每一位都是各自领域
里的头面人物。他们在行业里最具影响
力，最清楚产业链图谱，最清楚产业的上
下游企业分布在哪里，让他们在“强链补
链延链”中撮合上下游，显然更有效率。
据介绍，比亚迪之所以落户合肥，就有着

“链主人士”李斌的功劳。

三、“招商指南”就是一个产业链
图谱

2020 年夏天，川观新闻《小切口看
长三角》栏目关注了合肥的一本小册
子——合肥招商指南。三个令人震惊
或意外如下：

其一，有别于普通的风土人情宣传
册，合肥招商指南内，化合物半导体、
微机电系统产业、功率器件产业……24
个重点发展的产业都被梳理成篇，从产
业趋势、市场布局、产业政策、产业链
全景，到目标企业、对接平台，都以文
字、数据、图表的方式一一呈现。“这
本指南还综合了大量文献资料和行业报
告，对每个细分行业趋势都进行了大篇

幅解读。从产业趋势到国际国内的市场
布局，再到化繁为简的产业链图谱，上
中下游一目了然。在产业分析中，甚至
考虑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行业的短、
中、长期影响。”研读指南后，四川省
内某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用了“难能可
贵”这个形容词。

其二，指南是找专业机构制作的
吗？答案是：长达 199 页的招商指南，
由合肥市投促局领导牵头，14 个局机
关工作人员编写。

其三，“芯屏器合”“集终生智”，
这8个字囊括了合肥引以为傲的产业。
可在 2020 年招商指南目录中，并未见
到大而化之的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产
业，取而代之的是时下最热、最具发展
前景的细分领域——化合物半导体、功
率器件、微显示产业、OLED……布局
之深、延链之意，豁然开朗。据介绍，

“不止是2020年，合肥每年都会更新招
商指南，对产业发展进行提前布局。”

已然无需再言。

四、“场景应用”驱动产业发展

2022年5月，合肥召开发布会，公
开发布《合肥市重点产业链首批场景机
会清单》和《合肥市重点产业链首批场

景能力清单》。产业链场景机会清单是
抓需求，是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产业
链场景能力清单是抓供给，以产业链的
创新实力，向全国输出解决方案，进而
发展壮大自身产业。这恰代表了合肥产
业链发展的又一次创新探索——以“场
景应用”驱动产业发展。

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徐斌接
受中国电子报采访时就曾分享，合肥的
产业培育有三个关键，除了招引头部企
业、推动产业融合对接外，第三个关键
就是开放应用场景。比如在光伏产业发
展上，合肥推动屋顶分布式光伏、储能
系统等发展，鼓励开放“光伏+农
业”、光储充一体化等创新场景，已有
4家企业、2个项目获评国家智能光伏
试点示范。

上述的两份清单恰说明，这样的探
索也已渐成体系、路径初显。

事实上，合肥产业链的关键词还
有。比如时间链，“一张蓝图绘到底”。合
肥主政官员换了几任，但合肥从上到下
坚定围绕“芯屏汽合”“急终生智”产业
链进行布局发展，不另起炉灶。这种政
策延续性和稳定性为合肥产业发展、招
引项目和优化营商环境起到了巨大作
用。比如多链融合。其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多链融合”的
发展模式，已成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有机结合的典范……

诚如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说江苏制
造业发展，“我倒觉得没什么密码，都是
摆在明处的东西”，合肥的产业链发展，
怎么做、怎么做实、怎么做好，亦是摆在
明处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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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多余“边界感”争做担当“责任人”
戴薛甜 王玉龙

北固论坛

为“双节”长假做好“攻略”
谭艺婷

近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激励广大干部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
担当作为的若干措施》，鼓励党员干部坚
决扛起“走在前、做示范”的光荣使命。
这就需要我们增强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深化横向联动、纵向协调，消除多余
的“边界感”，争做担当的“责任人”。

消除推卸责任的“边界感”，争做兜
底牵头的“责任人”。在单位里，职责边
界并非都清清楚楚或一成不变，各种“突

发情况”“紧急事项”“攻坚任务”在所难
免，有的干部爱以“边界感”为由，“烫手
山芋”绝对不接，“要我牵头”绝对不理，
总之就是“随大流”“过得去”，把自己从
责任中“摘得干干净净”。大事难事显担
当，很多“兜底”“牵头”的工作其实才能
彰显干部担当作为的责任感与实干奋进
的精气神。要把责任切实扛在肩上、抓
在手里，既能有条不紊地开展常规工作，
又能在改革阵地上“打头阵”，在攻坚任
务中“挑大梁”。

消除泾渭分明的“边界感”，争做协
调配合的“责任人”。合适的“边界感”
确实能让人舒心、高效。比如，科学的
分工能产生工作上的“边界感”，避免各

种“甩锅”“找借口”“打太极”。然而，
“分得太清”反而会催生职责的“真空地
带”。有的干部凡事都要划个“楚河汉
界”、出力上论个“子丑寅卯”，对需要配
合出力的工作“退避三舍”，用一句“不
是我分内事”便游离在外，损害的却是
集体的形象。单位工作本应是“分工不
分家”，既要搞好配合、“十个指头弹钢
琴”，更要保持大局观念“攥指成拳”，关
键时候能补位。

消除本领恐慌的“边界感”，争做建
立新功的“责任人”。过分的“边界感”最
终还会滋生“茧房效应”，限制个人的能
力边界。有的干部只顾守着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对新事物“兴致缺缺”，对新

方法“一问三不知”，对新挑战“避开八丈
远”，打着“边界感”的旗号，绝不肯“多迈
一步”，满足于凭借老办法、老印象解决
问题。然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
大实践中，必将面对新使命、新任务，这
也是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
重要原因，我们必须要以新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
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建新功、显担当。

上善若水，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要
胸怀“小我”融入“大我”的志向，以实际
行动做到分工明确又相互补台、职责分
明又步调一致，用真抓实干让“边界感”
与“责任感”不再站在“对立面”。

进入 9 月的最后一周，即将开
启为期 8 天的中秋、国庆双节假
期，相信这次超长的法定假期会给
不断升温的消费和文旅市场再添一
把火。广大市民也应提前做点小功
课和小规划，合理安排好时间和事
项，以便让假日体验感更好，共同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提前了解有关长假期间的客流
新动向和出行新规定非常有必要。
最近国新办已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客流出行总
体流量较大，探亲流与旅游流高位
叠加，路网同行压力比较大。做好
车流人流激增的心理准备，同时也
要对出行路况、食宿做足功课。往

近了看，就以镇江本地为例，长假
期间有音乐节在我市举行，周边交
通线路会临时管控，要提前了解，
避免误时误事。往远点看，浙江省
杭州市、温州市等地举办亚运会，
盛会期间也有不同于往常假期的规
定和要求。安检、通行要求等都需
要提前了解与更进，以便掌握最新
信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做好灵活
变通，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周折。

确保实时准确掌握目的地相关
信息，还可以关注各地文旅惠民举
措。我市文旅部门就提前预告推出
了五大类 56 项旅游活动，丰富节日
产品供给，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比
如姓名含“国或庆”的游客免游园门

票、持亚运会门票享五折景区票价、
集章免费领纪念品等。游客图个实
惠也可以给假期增添几分快乐。

8 天的长假对大多数人而言意
味着可以好好放松潇洒一番。出门
欣赏美景、尝尝当地特色美食，在

注意出行安全的同时，也要注意关
注天气变化适当增减衣物，健康合
理饮食，让自己和家人度过安全、
健康且快乐的假期，真正能够放松
充电，假期之后以更好的状态投入
工作与生活中。

教育正焕发新的生机。日前，教育部出台史
上最严“禁止补课令”，“有偿补课”将无处可
藏。自2023年10月15日起，校外补课将被全面取
缔，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由“违规”上升到

“违法”，可见国家此次出手的决心之大、力度之
强、措施之严。

众所周知，自2021年国家“双减”政策实施
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在实
施过程中新的问题和挑战也迎面而来。虽然一时
间多数培训机构空空如也，但取而代之的则是更
为隐蔽的小班制或一对一辅导，水涨船高的培训
费用不仅在无形中增加了大多数家庭的经济负
担，还影响了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新规作为“双减”意见的配套法规，“一时激
起千层浪”，很多校外培训机构尤其是学科类的培
训机构如坐针毡，原先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方
式继续开展有偿补课的行为将不再被允许，一旦
被发现，将面临最高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可见，新规的出台为校外培训治理提供了更
加有力的法律保障。首先，它明确了监管主体，
今后不管是找一对一辅导，还是把孩子送到培训
机构，都不被允许；其次，明确了监管范围，无
论是线上补课平台还是在咖啡店、奶茶店等线下
公共场所，抑或是打着家政服务、游学、夏令营
等旗号开展的有偿学科类培训，都在监管打击范
围内；此外，明确了监管内容，校外培训机构要
按规定开设培训活动，非学科类不能从事学科类
培训，学科类也不能从事非学科类培训，极大遏
制了校外补课的势头，杜绝了打擦边球现象的
发生。

新规的发布意义重大深远，全方位无死角的
监管倒逼“有偿补课”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如
此一来，一些因家庭条件无法支付高额补课费用
而受到教育资源限制的学生，就能享受到教育的
公平，缓解家庭的教育焦虑。然而新规并不意味
着让孩子“放羊”，而是要营造更好的教育生态。
各地要坚持以学生为本，加强宣传引导，加大教
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更新教育理念，提
升教学质量和效率，搭建多元化学生成长平台，
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全面
健康成长。

长期以来，由于教育环境的严重内卷，中小
学生疲于应付各种刷题和课外培训，睡眠时间得
不到充分保障，给身心健康带来风险。作为家长
要做好榜样，保持好的心态拥抱新政，放弃侥幸
心理，调整好家庭教育策略，从原来单纯的学科

“喂养”转向对孩子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同时，
鼓励孩子走出家门，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和体育锻炼，感悟生活、增长阅历，提高社会适
应能力，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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