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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优势

以合肥、芜湖为龙头的皖江示范区，是我省经济
发展的主引擎，更是江浙沪等地产业转移的主要承
接地，与长三角其他省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
前，省经济信息中心发布《经济蓝页》称，面对长江经
济带大发展的有利时机，我省应明确定位，提前谋
划，应抢先谋划大项目和工程，并逐步完善沿江软硬
件设施。

李红梅 记者 丁林

地面被“掘地三尺”
管网改造接近尾声

从安庆路进入，曾经热闹的城隍庙南

边，如今被隔墙围住。透过隔墙，记者看

到，之前的地面已被“掘地三尺”，“退休”了

的砖块，也被一一捆好，打包，即将离开服

务了多年的地方。

改造前的城隍庙路面既有青砖也有

水泥，路面铺装极不统一，几条巷子用砖

杂乱。为了增强合肥城隍庙街区风貌的

文脉识别性，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目前

施工方正在对合肥城隍庙街区基础设施

及相关配套设施进行改造，主要包括水、

电、路、气、通讯、消防等，在整体的路面铺

装上，将体现与整体建筑立面的和谐统

一。此次风貌整治融合江淮传统建筑常

用的青砖等浅灰色用材，精致耐脏，增强

人们的视觉冲击力。

穿过几条巷子，改造范围内的路面已

经全部开挖。据现场一位工人介绍，工

程进度还是很快的，目前除了霍邱路之

外，其他的管道都已经铺设好了。并且

新增加了燃气通道，这将方便以后发展

餐饮服务。

拆违建物将“华丽转身”
年底“出关”

老城隍庙的违法搭建物不仅影响视

觉美观，还不方便市民通行。在探访中，

留给记者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通过拆

除、清理合肥城隍庙过去的违法搭建物

等空间整治，来梳理街区垂直空间系列，

释放可以驻足停留的小场所体系，畅通

二层商业动线，达到表里品质整体提升

的效果。

原本“衣服一条街”违法搭建物最多，

现在已被清理干净，二楼也开始封闭改

造。根据工人介绍，改造后期，还将通过标

识系统、店招灯具、城市家具、小品雕塑等

景观元素丰富街区界面，活跃商业氛围，彰

显街区的文化底蕴。

“按照这个速度，到今年年底，城隍庙

主轴线风貌整治和业态招商工作或许将全

部完成。”一位施工方负责人告诉记者，按

照之前的规划，主轴线包括从南大门到庙

前街、百味园的古韵轴，古玩城到老四中的

文轩轴，庙东街到黄山巷的市井轴，基本涵

盖城隍庙较老的重点区域。不久的将来，

合肥城隍庙市场将彻底告别“市场”二字，

变身古色古香、具备现代休闲娱乐功能的

合肥城隍庙特色街区。

商户生意差
但求不要成为第二个女人街

围绕着城隍庙，记者走了一圈，6处交

通节点都已全封闭，施工现场多台挖土机

在“干活”。因改造，多条巷子成了“断头

路”，自然周边商户的生意也不好做。

城隍庙附近多处沿街商铺已停止运

营，霍邱路上城隍庙商城以及大世界喜

品城虽在正常营业，但原来“应接不暇”

的情景已不在。从霍邱路进入，在走访

多家商户了解到，现在生意普遍下降了

一半以上。

“以前人太多了，找了几个人来帮忙，

都忙不过来。现在店里就我一个人，招工

没必要了。”在靠近施工工地的一家婚纱租

赁店里，店主李小姐向记者介绍，路不好

走，车子也开不进来，市民不愿意再来逛

街，人气少了，生意自然就少了许多。

“但求不要成为第二个女人街。”在采

访中，大多数商户都表现出对城隍庙改造

一事的支持，在支持的同时，他们的心愿就

是相关部门要规划好，不能简单的“翻新”，

到最后，钱花了，还没留住人。

皖江水运航道网不断升级

我省处于长江下游，省境内长江占长

江下游计程的1/3，其航道发展对长江水运

能力的提升和全省外向型经济发展都至关

重要。江淮水运建设将连通长江和淮河，

推动全省骨干航道网由“两干三支”变为

“两横一纵”，我省与周边省市、沿江与内陆

腹地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港口实力显著提升

我省拥有芜湖港、安庆港等较为重要

的长江水系港口，且港口软硬实力不断提

升，尤其芜申运河、江淮运河的畅通，将为

港口经济发展进一步拓宽空间。

此外，合肥港集装箱年吞吐量2013年

超10万标箱，今年预计突破15万标箱，进

一步提升了我省沿江港口实力。

六成以上大中企业沿江布局
众所周知，以合肥、芜湖为龙头的皖江

示范区，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也是对

外开放的窗口。

目前，皖江示范区总量占全省近

66%，集聚了省内外大量优质资源要素。

全省六成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布局在沿江

区域，七成外资流入皖江示范区。皖江示

范区更是江浙沪等地产业转移的主要承

接地，与长三角其他省市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港口吞吐量严重落后于江浙

尽管拥有上述优势，但与沿江其他省

市相比，我省还尚存一些差距。

比如，我省沿江港口及合肥港的集装

箱吞吐量合计不足50万标箱，严重落后于

江苏、浙江等地；作为黄金水道的运营主

体，我省港口企业的发展多依赖政府支

持，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性，服务滞后于发

展需求。此外，航道及配套设施亟待改善

提升。

抢先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和工程

到2022年长江经济带将建设中国经

济新支撑带，其中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将率先建成。而长江经济带建设在

推动沿江城市大发展、产业梯度转移和

转型升级、城镇化建设的同时，还将带动

沿江公路、铁路、水路、管网等基础设施

建设。

因此，专家建议，我省应紧紧围绕长江

经济带建设，以皖江示范区为主要区域，抢

先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和工程，积极争取更

多国家层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以示范区为核心侧重发展物流等产业

“融入长三角地区仍将是我省发展的

主流。”专家称，以往赶超型、粗放型发展模

式逐渐不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要求，尤其

在长江经济带大发展即将到来时期。

应结合资源要素、产业特征、区位条件

等方面，坚持走集约型发展之路，着力培育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提高农业

现代化和规模化水平，以皖江示范区为核

心有侧重地发展文化、旅游、物流、金融等

产业，打造长江经济带示范区先行区。

沿江软硬件设施都亟须完善

专家表示，我省要完善沿江基础设施，极

力配合对接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

设。比如，进一步加大沿江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加快推进沿江港

口的资源整合，提高港口效率和服务能力。

同时，也要逐步拓宽并挖深沿江航道，

提升航道等级和通航能力；建设沿江快速

大能力铁路通道、高等级广覆盖公路网，发

展多式联运。

与此同时，在软实力方面，我省应以上

海自贸区为标杆，推动港口贸易的便利化。

同时，在政策配套、监管模式、人才引进等方

面，力争缩小与自贸区的制度和政策差距。

长江经济带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9省

2 市。2013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GDP 为

25.95万亿元，占全国45.6%。未来15年，长江

经济带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全国，2020年前

后经济总量有望达全国50%。

我省是长江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土地

面积占长江经济带6.7%，人口近12%，经济总

量目前仅占7.3%，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合肥城隍庙街区“闭
关”改造，已“悄悄然”地进
行了2个多月。如今是何
样？什么时候才能“出
关”？昨日，记者来到“久
违”的城隍庙，进行了探
访。记者了解到，目前城
隍庙管网改造接近尾声，
并新增加了燃气通道，将
发展餐饮服务。

星级记者 俞宝强/文
程兆/图

合肥城隍庙“美容”进行中
年底“出关”见客
商户：但求别成为第二个女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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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施工改造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