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国家多部委出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
展规划》，将我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
州、池州、宣城等八市纳入规划范围，提出将长三角
城市群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日前，我省针对该规划拿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期
待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占长三角城市群比重
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全面缩小与沪苏浙发展差
距，基本形成与沪苏浙一体化发展格局，成为长三
角重要的新兴增长极。 ▋记者 祝亮

4年后，合肥市区人口将突破500万
根据方案，我省将积极创建国家级合肥滨湖新

区。到2020年，合肥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元，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8%，在肥投资的
世界 500 强企业数超过 50 家，市区常住人口达到
500万人，成为长江经济带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
性特大城市。

丰富合肥“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增强综合交通
枢纽国际通达能力，提升在全国综合交通网中的地
位。到2020年，建成全国最发达的铁路枢纽之一，
基本建成内陆地区重要的集装箱中转枢纽港和江
淮航运中心。

多条城际铁路将开工建设
根据方案，我省将贯通扩容至沪苏浙地区的交

通大通道。建成杭州—黄山、商丘—合肥—杭州、
皖赣铁路扩能改造芜湖—宣城—绩溪等快速客运
铁路，宿州—扬州、南京—宣城—杭州、扬州—绩溪
等高速公路，规划建设合肥—南京、淮安—天长—
南京、武汉—安庆—黄山—温州、镇江—宣城等快
速客运铁路，滁州—扬州、来安—六合、黄山—千岛
湖等高速公路，贯通至苏浙主要节点城市的交通通
道。实施合杭、宁芜铜等铁路，沪陕、宁洛、沪渝等
高速公路升级改造，提升“瓶颈”通道通行能力。

完善以合肥为中心，以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为节
点的内部综合交通运输网。建设合肥—安庆—九
江等高速铁路，庐江—铜陵、六安—安庆—景德镇
等普通铁路，合肥—新桥机场—六安、巢湖—马鞍
山、南京—滁州、南陵—繁昌—芜湖—江北集中区、
合肥—蚌埠—宿州—淮北、徐州—淮北—宿州—阜
阳等城际铁路。建设芜湖—黄山、滁州—淮南、明
光—巢湖、蚌埠—五河、阜阳—淮北—徐州等高速
公路，加快国省干线公路升级改造。提升合肥干线
机场能力，建设芜宣、安庆、蚌埠、滁州等支线机场。

合肥、芜湖等城市
或可率先用上量子通信

我省将重点推进合肥、芜湖下一代互联网示范
城市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推动城市宽带向全
光网络演进，建设IPV6公众城域网络，完成公众互
联网数据中心、应用支撑系统、业务系统升级改造。

推进合肥、芜湖、滁州等智慧城市建设，与上
海、南京、杭州等智慧城市统一建设标准、实现数据
端口开放互通，建设一体化公共应用平台，加快量
子通信和智能语音技术在合肥、芜湖等城市的应
用。构筑区域移动通信一体化网络，实现沪苏浙皖
异地移动通信“同城收费”。

或增加通往蒙俄、
中亚、西亚地区航线

我省将整合长江岸线资源。加密开通至上海
洋山港、宁波舟山港和南京港的班轮航线。

建设高等级航道网和陆水联运通道。进一步
畅通合肥中欧国际班列货运通道，加密延伸班列并
双向运营，扩大进出货源组织，提高运营效益。依
托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池州九华山机场、安庆天柱
山机场等，加强“空中通道”对接，积极拓展至“一带
一路”节点城市的航线网络，增加至蒙俄、中亚、西
亚、东南亚的国际航线，开通合肥至欧美国家国际
货物包机，逐步提高航班密度。

城市拟划定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
同时，方案也明确会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

红线，防止城市无序蔓延。依托原有山脉、河流、坡
地以及农田，统筹布局城乡发展空间，保护森林、湿
地、湖泊等绿色生态空间。加强长江、淮河、巢湖等
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滁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在江
河源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其上游严禁发展高风
险、高污染产业。

加强皖江地区与江苏沿江城市联保共治，科学
规划沿江产业发展，协调沿江排污口和取水口布
局，共同保护长江黄金水道。

争取沪苏浙优质高校
在我省增加招生计划

在教育合作方面，我省将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与上海、南京、杭州
等地优质高校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争取沪苏浙
等地优质高校在我省增加招生计划、合作办学。建
设一批骨干示范中职学校、优质特色职业学校，组
建区域性、行业性、综合性等多形式的职业教育集
团。打造以合肥学院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地方性、
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

在城市间合作方面，我省城市将与沪苏浙城市
全方位对接，在更高层次、更深层面推动城市协同
发展。推进安庆、铜陵、池州、宣城加入长三角城市
经济协调会。支持合肥与上海开展双城合作。鼓
励滁州、马鞍山、宣城与南京建立高层定期会晤和
项目合作机制。

城市

合肥

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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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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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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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预测

1000

530

330

560

340

226

180

534

皖江八市市域常住人口预测 单位：万人

07

2016
12·19
星期一

编
辑
江
亚
萍

组
版
方

芳
校
对
陈
文
彪

今
日
关
注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省有关部门获
悉，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于
日前公布实施，我省计划打造包括智能语音、通
用航空、机器人在内的十大创新产业基地。

▋记者 祝亮

布局：
我省将建十大创新产业基地

据悉，这十大创新产业基地包括：新型显
示产业基地、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智能语音产
业基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硅基新材料产
业基地、机器人产业基地、现代农机产业基地、
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基地、创意文化
产业基地、通用航空产业基地。

合肥：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语音

分城市来看，合肥将以合肥国家高新区为
核心区，以合肥经开区、新站区、巢湖产业聚集
区等为辐射区。

合肥将重点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新能源汽车、公共安全、新材料、生物产业、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新兴产业集群，辐射带动新
型显示、智能语音、集成电路、机器人、高端装
备、高端医疗器械、轨道交通装备、创意文化、
现代种业、安全食品等领域的新兴产业集群。

芜湖：
主打机器人、通用航空

芜湖将重点打造机器人、特种显示、新能
源汽车、太赫兹产业集群，辐射带动现代农业
机械、通用航空、新材料、节能环保装备、生命
健康、轨道交通装备等领域的新兴产业集群。

蚌埠：
重点打造硅基新材料、薄膜太阳
能电池

蚌埠将重点打造硅基新材料、新型显示、
薄膜太阳能电池等产业集群，辐射带动生物制
造、新型电子元器件、高端装备、创意文化等领
域的新兴产业集群。重点在加速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聚发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加快科技金融结合、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加强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等方面开
展试点示范。

政策：
省属本科高校副高以上职称将
自主评聘

我省将加快实施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政
策，优化程序，落实股权奖励税收优惠政策。
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高的国有
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服务型企
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省参股支持的高层次
科技人才团队，按照合同约定目标完成情况，
将扶持资金全部或部分奖励给团队成员。

扩大高校院所人才管理自主权。将人员
编制备案制管理改革试点扩大到合芜蚌本科
高校和有条件的科研院所。下放职称评审权，
逐步实现省属本科高校副高以上职称自主评
聘。允许高校院所设立一定比例的特设岗位
（流动岗位）。推进企业家、企业科研人员等社
会高层次人才到高校院所兼职任职。完善科
研人员在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流动时社保关
系转移接续政策。（牵头单位：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科技厅，配合单位：合

肥、芜湖、蚌埠市政府等）

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我省将建十大创新产业基地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安徽实施方案出台

沪苏浙优质高校
有望在我省增加招生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