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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35次会议

星报讯（实习生钱梦月星级记者刘海泉） 12月
14日，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对《芜马城
市组群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送审稿）进行分
组审议。

规划提出将芜马城市组群（规划范围包括芜湖、

马鞍山市的全部行政辖区）打造成为“国家民族企业
创新平台、长江经济带新兴城镇集群、生态宜居型滨
江都市区”。规划至2030年，芜马城市组群常住人口
规模为 860 万人，城镇化率为 78%，城镇人口规模为
670 万人。为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设，规划提出江北产业集中区建设用地规模为 90
平方公里，马鞍山郑蒲港现代产业园建设用地规模为
50平方公里，芜、马两市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区建
设用地规模分别为15平方公里。

至于城镇规模等级与职能结构，提出了建设芜湖、
马鞍山2个大城市，无城等11个小城市，襄安等31个
小城镇。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高速铁路包括京福高速铁路、
商杭客运专线、沪汉蓉高速铁路二通道与北沿江高速铁
路；规划城际铁路包括宁安城际铁路、扬巢城际铁路、宁

和芜城际铁路、合芜宣城际铁路与南芜城际铁路。
规划形成“三纵五横”高速公路网格局。其中，

“三纵”为北沿江高速、宁芜高速、宁宣高速；“五横”为
合马高速、芜合高速、芜雁高速、巢黄高速、铜南宣高
速。建设和预留跨江通道12处。其中芜湖6处，马鞍
山6处。

规划期内建成9条市域轨道线路，建设两条双城
城市轨道线，分别为连接芜湖与马鞍山江南主城间的
双城轨道1号线、连接芜湖与马鞍山江北城区间的双
城轨道2号线。

我省编制《芜马城市组群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

到2030年，“芜马”常住人口860万人

星报讯（实习生 钱梦月 星级记者 刘海泉） 在省
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35次会议上，还审议了《皖北城
镇体系规划》（2015-2030 年）》。提出将皖北地区建
设成为“全国传统农业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试验
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中部地区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区、安徽省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点地区”。

据了解，皖北城镇体系规划范围包括蚌埠、淮南、
淮北、阜阳、亳州、宿州六市的全部行政辖区，总面积4
万平方公里。规划提出至2020年，皖北地区常住总人
口为2750万人，城镇化水平为53%，城镇人口为1460
万人。至2030年，常住人口规模为2860万人，城镇化
率为68%，城镇人口规模为1940万人。

在交通网络方面，规划建设包括京沪高铁、京福
高铁、沿淮快速铁路、三门-扬州铁路、合肥-青岛快
速铁路、蚌埠-南京城际铁路、京沪铁路、水蚌铁路、京
台高速公路、宁洛高速公路、沿淮高速公路等。规划
至2030年，建设蚌埠机场、亳州机场、宿州机场，与现

有的阜阳机场以及周边地区的合肥新桥机场、徐州观
音机场形成服务皖北的航空港体系。

旅游是皖北城镇规划中一个亮点，提出打造三大旅
游板块、九大主题旅游区和十条精品旅游线路。以“花
鼓灯火、淮水风情”为总体形象，建设以蚌埠、淮南、阜
阳为重点的淮河风情体验旅游区；以“老庄故地、梦回三
国”为总体形象，建设以亳州为重点的涡河历史养生旅
游区；以“黄运故道、奇石名果”为总体形象，建设以淮北
市、宿州市为重点的宿淮山水文化旅游区。十条旅游
线路包括“楚汉三国”怀旧之旅、“中华药都”养生之旅、

“粮仓果园”农耕之旅等。
皖北的水质一直饱受诟病，规划中明确提到，2030

年皖北地区水体总体达到Ⅲ类水质标准，其中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到Ⅱ类水质标准；区域环境空气质
量全面达到《环境控制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标准。皖北城镇供水普及率达到95%以上。并规划3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2个国家级地质公园、6个国家级湿
地公园。

《皖北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年）》将出炉

蚌埠、亳州、宿州都要建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