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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日，三十头社区成立，合肥新北门实现北延。住在

这里的农民一朝获得了市民身份，但变化的仅仅是一个身份吗？

记者日前走访三十头社区，发现从基础设施飞速建设到明星企业

纷纷入驻，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到人们观念的更新，幸福每天都在

这个合肥“北极”扩散……

魅力“北极”
企业、人才落户新热土

作为三十头社区带头人，社

区管委会书记孔繁荣更着眼于

“进城”后的发展问题。

“随着发展加速，辖区拆迁

面积不断增大，对此，保障拆迁

农户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孔书

记介绍，被拆迁户会按照人头返

还住房，一个人最多可返45平方

米，一个三口之家就可能获得两

套住房，目前，辖区房价也已达到

了四五千元每平方米。拆迁一

过，一个户主就可能瞬间变成百

万富翁。

对于失地农民，政府部门会

在给予补偿同时，建立失地农民

基本生活保障。以辖区四十头村

为例，一亩地会给予每年600斤

稻子的补偿。

“而对于一些闲置土地，政府

还会通过流转方式组织起来集中

发展种植业或开发休闲生态农

业。”孔书记说道。

记者随后也在辖区卫岗村看

到，一个生态农业园已经初具规

模。不同于一般的“农家乐”，记

者看到，园区内已经建成一座攀

岩墙，时尚味十足。

孔书记强调的另一个重点，

是身份改变后的观念改变。“举个

例子，以前作为农村，垃圾是房前

屋后随便丢，人们没有一个健康

的卫生观念。现在，我们在每个

村民组都配备有垃圾桶，平均三

四天就有人专门去清理。良好的

习惯就可以慢慢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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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观念 从设垃圾桶开始

车到“三十头乡政府”站时，

天上飘起了细雨，记者和于先生

一同下了车。听说他要去应聘

的企业是安徽国仓管桩集团有

限公司，记者便决定和他前去国

仓管桩“探访”一番。

还没进企业，机器的轰鸣声

远远就传来，一堆堆成品管桩在

路边排出去好远。在公司里，“国

仓管桩”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国仓

亲自接待了记者，听说记者还护

送来一名求职者，吴总非常高兴。

吴总告诉记者，公司是2007

年成立的，去年7月份才刚刚投

产。到今年4月份，公司二代线

也已投产，截至 10月底，产值已

达到3.25亿元。

说起公司生产的产品，吴总

如数家珍：“我们生产的管桩用

于房屋、高架桥等建筑的地基搭

建。目前，合肥所有的廉租房、

安置房用的都是我们的产品，

这就意味着，这些房子可以抗8

级地震，就是‘汶川地震’来也

不用怕，质量可以放心。”

对于为何来三十头建厂，吴

总列举了很多理由。其中，他强

调，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推进是

一个很重要的利好。

“新蚌埠路等主干道路的建

设，电力建设、网络等配套设施

的快速完善。另外，随着三十头

并入新站区，政府服务更热情，

各项政策优惠的审批也比以前

快了很多。”

记者了解到，今年1~9月，三

十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4

亿元，占计划的210.7%，工业投资

占计划的138.9%。三十头“进城”，

带动起这里的工业大发展。

企业纷至 抗震地基这里造

11月5日一早，省城的天气有

点阴冷，在新蚌埠路与临泉路交

口的贺小郢公交站，人们拥上25

路公交车的热情不减。这路公交

沿着新蚌埠路一路向北，行驶20

站、11.8公里，直接把你带到合肥

的新北大门——三十头社区。

2011年 1月 1日，合肥市新站

区三十头社区成立，该市北大门

实现北延。

记者随着人流刚坐上25路

车，右侧的一位大哥就跟记者攀

谈起来。他叫顾献国，此次要去

三十头红樱桃工业园应聘工作。

顾献国告诉记者，自己要去

应聘电气工程方面的工作。“待遇

如何？”记者问。“三千多块钱吧，

而且包食宿。”顾献国回答，“不过

要坐20多站车，离市区有点远。”

进入三十头辖区，公路两边的工

厂不停地从记者眼中划过。

听到记者和顾大哥的谈话，

坐在记者左侧的于先生也插进话

来。原来，他也是去三十头应聘

的。记者这才发现自己竟被应聘

者夹在了中间，真切感受到了三

十头对人才的吸引力。

据了解，截至 2010 年末，三

十头社区工业企业已达 105 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8家。

融入城市 人才吸引力增强

大柏村村民正在种植反季节草莓

“大建设、大发展”，让省会合肥市发生了惊人般的变化，

城市空间急速扩张。在这变化背后，那些与合肥城紧邻的乡

镇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带着这一目的，10月10日至11月6

日，星报记者深入到基层，走进这些曾经的乡镇，感受它们加

速融入大合肥的“变化”。刘昀 记者 杨智 徐涛 张健 文/图

小庙发展工业要对接好合肥高新区，重点要提

高产品的竞争力，打造特色工业，淘汰落后传统工

业，切忌不能一味追求“高新”，要把新型工业和解

决就业有机的结合。而对于农业的发展，要积极

做好产业调整，要瞄准合肥城市发展农业，种植花

木、水果、蔬菜的现代农业。

与“市 ”俱进 发展新工业新农业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孙自铎所长

专家支招

与农业相比，记者明显感到，小庙工业的变化

也很大。

10月 12日，安徽安贝尔合成革有限公司从台

湾直接引进当今最先进的皮革加工厂，正在调试

生产。该厂的黄圣老总说，自己是肥西人，2010年

之前，他一直在温州办皮革厂。2010年末回乡，看

到家乡的巨大变化和地理优势，尤其是新桥机场

的开建，他决定回乡投资8000万办厂，生产箱包，

出口美国和德国。

黄圣老总说，小庙办厂有三利。一是劳动力

成本低；二是小庙工业园已融入合肥城区，人才便

捷；三是小庙近依新桥机场，箱包出口、外商来厂

考察都便利。记者在皮革车间看到，一架架机器

整齐排列，大部分的车间都是无人操作。 工人的

工资大都在2000多元。据测算，该厂年产值上亿，

税收将在3000万左右，能解决500人就业。

记者在小庙工业园区看到，目前园区内的工

厂有近 30 家，但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还占多

数。相关人士说，小庙的工业发展才真正起步，尚

未形成优势产业。

新桥机场迎来现代化的皮革厂

当得知农户农田用电困难的消息后，记者立

马将此情况告知随同镇干部金云委员。围绕用电

问题，镇干部和记者在农田里，和农户何维岗讨论

起来。经过讨论，才知道农田用电困难是变压器

功率不够，导致供电电压低。金云委员表示，年底

一定解决新变压器，让农户安心种草莓。

在大柏村的几天走访，记者发现这里壮劳动力

大都在家。村民说，在家种田比外出打工收入高多

了，还安全。与时俱进，种现代农业让小庙的农民尝

到了甜头，在外打工“凤还巢”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草莓田头记者和镇干部帮农户当场解决用电

走进小庙农村，有的农户在种植草

莓，有的农户在搞养殖，传统型的油菜麦

子等农作物已经荡然无存。大柏村村委

李小兰主任告诉记者，合肥的发展，逼着

农民要改变种植方式，特别是邻近的蜀山镇变化，

也让农民琢磨着如何在自家田地上打“小九九”。

五年前，一些有头脑的农民开始搞起了养殖业，如

今的“肥西老母鸡”就是从大柏村走出的。

“农业种植的变化还是从三年前发生大变化的，

随着合肥城区不断向小庙推进，五年前，部分农户开

始种植新型农业，但观望的多；近几年随着秸秆禁烧，

又加前期种植新型农业的农户富了起来，农户开始

纷纷种起新型农业来。”大柏村村委李小兰说。

10月 10日和 11日，连续两天记者在大柏村走

访。100亩、200亩的土地，被大片的钢架和塑料薄

膜覆盖着，农户们正在连片种植草莓。

合肥肥西小庙镇西距合肥 15

公里，西出蜀山至小庙，工厂高楼

鳞次栉比，将小庙镇与蜀山镇对接

起来。“外来者初到合肥，几乎都将

小庙当成一个城区。”合肥高新区

的一位李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说。这些年来，到高新区考察的客

商，也都有同感。

10 月 10 日，沿着望江西路向

西，记者发现，望江西路正在向西

推进建设。建路的工人介绍，这条

路直通小庙镇工业园，明年下半年

有望建好，到时整个小庙镇将全面

进入市区。

大合肥 融合走向幸福

与“市”俱进
高楼林立 小城镇融入大都市

秸秆禁烧水稻田里种草莓水稻田里种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