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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摄影报道)1 月 2 日，
2024 年上班第一天。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
淮南高新区明然新能源汽车三合一电驱生产基
地二期用地现场看到，施工机械高耸，施工车辆
一字排开，首批工人已到达工作岗位，以饱满热
情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中。当天，2024 年全省

第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召开，我市在此设立
了淮南分会场。

“开工！”上午10时许，一声令下，挖掘机、工
程机械车“响”起来了，工人忙碌起来了，现场热
闹起来了。据了解，我市今年第一批开工动员的
亿元以上项目有33个，总投资343.5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82.2亿元，项目涵盖先进制造业、商贸、
水利、交通等领域。上班第一天，县区、园区，处
处是只争朝夕、活力喷涌的蓬勃景象。

“我们将以此次动员会召开为契机，紧紧围
绕‘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围着项目干’的原则，
聚焦序时进度，大力度、快节奏推进项目建
设。”动员会现场，淮南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表
示，将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
产、早见效。据悉，2024 年，淮南高新区谋划项
目 181 个。其中，淮南高新区零碳示范园区项
目当天开工，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55 亿元，是贯
彻国家“双碳”战略，助力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
地建设的重要力量。园区入驻企业——中环
数科（江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瑞说：

“今日开工后，我们将加速建设，计划于 3 月底
前完成能碳管理平台、展示中心、部分储能电
站的建设，6 月底前完成综合能源站和 2—3 家
园区内零碳标杆工厂项目的建设。整体建成
后，将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零碳园区标杆
和灯塔。”

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 通讯员 王玉进 摄影报道) 凤台“顾
桥陈醋”为名品特产，风味独特，有着近两百年的古法酿造工艺，
被列为淮南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3年12月30日，“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传统酿醋研究示范基地”揭牌仪式在位
于顾桥镇临淝村的凤台县胜海醋业举行，“淮南师范学院——大
学生实践教学基地”亦同步揭牌。

借此契机，将进一步提高顾桥陈醋品质，优化顾桥陈醋酿造
工艺，扩大顾桥陈醋品牌影响。同时，可以让更多人了解顾桥陈
醋历史，见证制醋过程，体验酿醋工艺。

在凤台，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歇后语：“背着麦麸子去顾桥——
想好醋（处）。”这话透露出当地人对顾桥陈醋的钟爱，更是对其品
质的认可。据了解，顾桥陈醋始酿于清朝乾隆年间，据《凤台县
志》载：“顾桥陈醋和山西老醋、镇江香醋并列构成全国三大醋系，
口味独特，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凭借独特的口感和区位影响，被
誉为国内“第三瓶醋”，是淮河流域的“看家醋”。如今，顾桥陈醋
是凤台县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的典型代表品牌之一，经过时间的
沉淀和代代传承，已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经典美食。

作为顾桥陈醋酿造技艺的重要传承者，凤台县胜海醋业有限
公司遵守传统手工、纯粮酿造的原则，从最初的十几间厂房、几十
口醋缸，发展到如今年产量 500 吨、远销省内外，广受消费者欢
迎。胜海醋业负责人刘川海也成为淮南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顾桥陈醋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据悉，此次揭牌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传统
酿醋研究示范基地”是由合肥工业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和胜海醋业联办；“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则由淮南师范学院
生物工程学院和胜海醋业联办。两校拥有优秀的师资队伍，
在生物工程和食品科研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教学和科研成果。此
次合作联办，是实现传承醋文化传承与发展，提升产品工艺水平
的有力举措；也是共同参与人才培养，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
共赢举措。此
举将共同培养
出更多实用型
人才，为企业
带 来 新 的 活
力、新的理念，
必 将 为 推 动
产、学、研发展
起 到 积 极 作
用，为乡村振
兴贡献智慧和
力量。

中煤新集公司板集电厂二期项目建设现场主体工程及配套软件设施等
各项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中。

该项目传承一期的先进经验，高标准、严要求，致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新型
智慧电厂，力争建成同期同类型“效率最高、质量最优、造价最低、数字化国际
领先”的标杆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实现运行值班少人化，全面提升电厂安全
生产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实现行业领跑。 本报通讯员 代宜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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