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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论坛昨在肥举办

安徽人在沪苏浙务工超500万
星报讯（记者 祝亮） 昨日，长三角

地区产业发展论坛在合肥市召开。来自

全国各地的社科专家云集翡翠湖畔，围

绕“创新发展与创新承接：长三角区域产

业一体化发展”这个主题，科学研判当前

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为该区域产业一体

化发展献计献策。记者从论坛上获悉，

我省除每年向沪苏浙输送大量矿产资源

外，还提供了超过 500 万的人力资源，同

时，安徽也成为多数沪苏浙企业的投资

首选地。

我省究竟和沪苏浙之间往来有多密切？

昨日论坛上提供的一组数据可以很好的进

行诠释。近年来，我省与沪苏浙签署的旅

游、农业、劳务等方面的政府间框架合作协

议就达到30多个，体现一体化程度的商品和

要素流动也日益增强。

一方面，安徽每年向沪苏浙输出煤炭

3000万吨以上，“皖电东送”每年100亿千瓦

时以上，1000万出省劳动力中，50%以上在

沪苏浙就业，农产品70%外销到沪苏浙，仅

在上海市场的销售额就达200亿元以上；另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沪苏浙企业把安徽视作

对外投资的首选地，近7年来，沪苏浙在我省

的投资增长了近5倍。同时，沪苏浙来皖游

客每年都在2000万人次以上，约占外省游

客总人数的一半左右。

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征海指出，目

前，沪苏浙皖在产业规划方面还是一定程度

上的“各自为政”，缺乏有约束力的统筹引

导，导致较为突出的产业同质、结构趋同，不

但形不成梯度层次，反而容易导致恶性竞

争，可谓是一“顽症”。他提议沪苏浙皖之间

应尽快完善情况通报、利益磋商、争端化解、

共享和补偿等制度。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全球经济

减速、中国增速趋缓、人口结构发生转折、城

镇化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引擎、全球经济在长

期波动中低速增长等必须引起长三角地区

重视。

合肥民生问计百姓
“自选动作”，您做主

星报讯（方华英 记者 沈娟娟） 每年在

省定民生工程的基础上，各个地市都会根据

自己的情况“自选”民生工程。记者昨日从合

肥市人民政府第十四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

继省定民生工程首次向社会征集外，合肥市

的“自选动作”也将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问计

于民。

今年33+X项的“X”由您做主

对民生工程项目有啥建议？哪些您觉得

应该成为民生工程？2013年度起，我省民生

工程项目将首次向社会公开征集，所有人都

可以参与进来。

而合肥市在实施省定33项民生工程的

基础上，今年还实施了包括社区智能化便民

服务、老少活动家园、群众体育设施、新农村

示范村村庄亮化等7项民生工程。

“通常在省定民生工程项目的基础上，各

地市都会根据情况加上X。”合肥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庆军解释，今年具有“合肥特色”

的X项民生工程也将根据群众要求，广泛采

取多种形式问计于民，多渠道征求合肥老百

姓的意见。

3600万国内游客畅游合肥

在昨日的会议上，记者还获悉，合肥市前

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GDP）实现2807.3亿

元，增长13.4%，高于全国5.7个百分点，高于

全省1.4个百分点，总量居全省首位，增幅居

全省第2位。另一方面，前三季度，合肥单位

GDP能耗下降4.8%，超过全年能耗降幅目标。

区划调整后，来合肥旅游的人也比以前

多了不少，前三季度，合肥实现旅游总收入

304.5亿元，增长58.1%，接待国内旅游3600

万人次，增长60.2%，入境游客28.65万人次，

增长18.5%。

数据显示，合肥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18994元，同比增长13.2%，

总量居全省第2位。

新桥机场春节前“起飞”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续建、

新建大建设工程770项已完成266项，阜阳

路高架、铜陵路高架、徽州大道与高铁南站衔

接工程等重点项目快速推进，轨道交通1号

线全面开工建设。

“好比一场马拉松，现在赛程接近尾声，能

不能取得好成绩、好名次，最后的冲刺很关键。”

张庆军用比赛比喻起了年底之前合肥的经济

运行，并现场排起年底合肥大建设的计划表。

比如，备受市民关注的轨道交通1号线

将加紧建设，在借鉴发达地区经验的基础上，

同步开展运营的筹备工作；2号线则抓紧进

行可研报批，年内争取能开工，中远期规划争

取明年上半年能报国务院批准。

“206国道改线、军二路要争取年内开工

建设。”张庆军同时透露，合马路已经开工，

而新桥机场也处于收官阶段，确保春节前投

入运营。

合蚌高铁通车，各路运输重新洗牌

“天地大战”，咱老百姓偷着乐

高铁震动，各路运输被重新洗牌

随着京皖高铁的开通，安徽实现了

合肥1个小时到南京，2个小时到武汉和

上海，4个小时左右到北京的时空速度，

全面进入飞跃的高铁时代，安徽的铁路

网也一跃在全国的枢纽中，“霸占”了重

要的一席。

合肥到北京的高铁一天有六七趟，“最

快3小时50分，最慢4小时24分。开通第

一周，合肥火车站前往北京的客流日增1

千人。同时保留的普通进京列车，依然是

客流满座。

合蚌高铁开通的一周时间，合肥前往

北京的民航客流出现10%的下滑；在开通

的第 9 天，进京的民航客流已经下滑到

11.9%。同时，在地面上被誉为“运输大军”

的公路客运班线，和民航同样受到高铁的

震动，班次由每天数十班降至一两班，并且

选择与动车错峰运行。

不可否认，合肥-北京高铁的开通，给

民航、公路等运输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和震动。旅客群体被重组，运输架构也被

重新洗牌。

降低票价，百姓获得最大利益

巨大的压力下，推出“价格牌”来应

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无疑是最好

的办法。

在高铁开通的第7天，合肥-北京飞机

票开始出现3折的低折扣。第9天，东航、

国航、海航在合肥机场“抱团取暖”，推出了

“合京快线”，旨在利用民航的高品质服务

和超低价机票，吸引更多的乘客选择乘飞

机前往北京。

公路部门负责人提出应对的方案则

是，利用低价位票价，和公路班线停靠站

位于市区，抢占一部分客源。同时，公路

客运将立足挖掘差异化需求，推出门到门

服务，发挥自身优势，尽最大努力稳定部

分客流。

横空出世的高铁，点燃了“空铁大战”，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仅是无形中增

加了一道出门远行的机会方式，最直接

的一条，就是多方票价下降，从而真正获

得利益。

三种方式，任我自由出行
高铁、飞机、汽车，摆在百姓面前的三

种交通出行方式，不仅逼着民航降低票价，

百姓获利，更多的是，百姓出行有了更多的

选择。

在记者采访中，选择高铁的乘客大多

认为：“乘坐高铁，比飞机的好处多，不用

提前到机场等候飞机，手机不用关机，火

车站离市内都比较近，上下车非常方便。”

而继续选择公路出行的乘客则认为：

“因为汽车票的价格低廉，对于有时间的人

来说，无疑也是个好的出行方式。”

对于老百姓而言，如何方便、快捷、舒

适、便宜、安全地出行，从而到达自己的目的

地，无论是乘坐高铁还是飞机，或是汽车，也

都有了更多的选择。 记者 王玉

转眼间，合肥至蚌埠
高铁客运专线通车已经10
来天了，4小时从合肥进京
的梦想得以实现，商务、旅
游进入一个全新的模式，
公路、民航纷纷在调整战
略应对市场竞争。而最开
心的应当是我们百姓，因
为出门方式可以有多种选
择；车票价格也是一低再
低；更重要的是，花一分
钱，就能够享受到高品质
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