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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河区：书写高质量发展成绩单 奏响现代化中心城区建设最强音

全省率先全域推广垃圾分类

城湖共生，生态宜居

合肥包河区濒临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

处于合肥现代化滨湖新区的前沿阵地和核心区域，也

成为了合肥人周末休闲度假兜风的好去处。

如今，巢湖北岸，合肥东南迎风口，包河区襟“五

河”而带“一湖”，独特的地理区域赋予了包河区不一

样的发展路径——城湖共生、人水和谐，这也是其他

城区无法比拟的优势。

记者从包河区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淝河智慧

公园二期、劳动公园跻身全市“十大公园”建设序

列，科大花园游园、常青游园、南二环高压走廊沿线

升级改造等 7 个游园建设有序推进，环湖十大湿地

涉及包河的滨湖国家级湿地公园基本建成、派河口

湿地加快建设，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成为国家森林养

生重点建设基地。全区新增、提升绿地达 65.3 万平

米。在十五里河入湖口种植落羽杉、水杉 5.8 万株，

新增杉树林 412 亩。

水气质量也持续改善。关镇河基本实现水清岸

绿，徐河水质明显改善，万达景观河等 6 个市级考核

项目实现销号，十五里河水质由劣 V 类好转为Ⅳ类、

解除限批，巢湖湖区水质趋好，蓝藻有效管控步入常

态，环巢湖首个原位深井压力控藻项目投入使用，蓝

藻臭味管控科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目前，包河区塘西河公园、金斗公园、南七游园、

望湖公园等已经完成改造，常青游园、信达天御游园、

智慧中央公园已经建成开放，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

还荣膺“全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牛角大圩获

评“中国生态自然景观旅游最佳目的地”。在包河区，

老百姓的生活因为有了绿色而更加美好幸福。

在完善生态治理方面，包河区还将不断建立健

全监测监控网络、信息公开制度、环境信用评价体系

和企业环境管理自律体系等，深入开展生态文明细胞

工程建设，营造人人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氛围。

河清岸绿营造绿色生态宜居环境

居民党员阮怀珍是包河区太湖新村“邻里守望

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常年在小区开展帮扶慰问、文

化活动，让群众特别是孤寡老人感受温暖。该小区不

但成立了党支部，下设 7 个党小组及多个功能型党小

组，还成立了 4 支志愿者服务队伍，广泛开展针对性、

项目化、多样化的服务活动。

作为原址重建小区，太湖新村从拆迁、建设到

回迁，只用了 93 天就完成全部拆迁并达到“三通一

平”，做到了拆得快、建得好、安得稳、零上访。这一

切都得益于在党建引领下，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管理不到位、环境差、卫生水平低……长久以

来，位于包河区方兴社区的康园菜市场让附近的居民

们很是头痛。为更好地便民、惠民，康园菜市场改造

同样坚持党建引领，依托智慧社区建设平台，打造出

了独具特色的“红绿蓝”三色菜市场，即党建、安全、智

慧。引入的“智慧农贸系统”，集管理、公示、信息查询

系统为一体，打通了居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以上案例只是包河区基层党建为民服务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包河区通过开展“红色领航 和美小

区”建设，聚焦城区基层发展和治理中“干少群多”等

一系列“真问题”，创新工作机制，实现“组织进楼、服

务进家”。

基层治理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许多“看到管不

了、管得了看不见”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难题，包河区

做实区级平台，组建了区“大共治”中心，今年 4 月，大

共治信息平台上线试运行，区、街镇（大社区）、居村三

级运行体系基本建立，取得了阶段性的良好成效，也

开创了“安徽中心、和美包河”建设的崭新局面。今年

5 月，包河区还获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试验

区，成为全省唯一上榜县区。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破解基层难题

蓝山小区议事会，听民声、解难事

文化惠民“点亮”群众生活
今年国庆期间，包河区文化馆、图书馆将正式开放，创

新探索了“互联网+”文化服务新模式。群众只需通过微信

公众号、小程序、手机 APP 等注册登录，轻点手机即可享受

文化资讯、文化活动、活动直播、文化传承、艺术鉴赏、展览展

示、活动报名、网上展览、在线培训、在线交流等功能，还有极

为方便的刷脸借书、预约场地等也可通过手机APP实现，只

需动动手指就可参与到文化活动中，让文化便民惠民真正落

到实处。

安徽首个创意文化产业战新基地、省部合作共建的国

家唯一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实验基地、安徽唯一的“文创小镇”

罍街、全省唯一创意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基地、永不落幕的合

肥家电博物馆……合肥市包河区是名副其实的文创高地，文

化气息浓厚。

目前，包河区现有区级文化馆和图书馆、10个街镇级综

合文化站、2 个大社区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60 个社区级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4 个农村社区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24 个

行政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11个文化工作站（拆迁过渡机

构），已建成对外开放的城市阅读空间有 10 处，基本实现区

—街镇—村居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全覆盖。

此外，包河区的“百姓文化”也发展得如火如荼，城市阅

读空间等文化场馆向市民免费开放，点亮了群众生活，擦亮

了城市底色。

今年，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组织开展包河

区第五届合唱节、“睦邻文化节”国庆汇演、第二届包河国

际摄影周等重大文化活动为牵引，该区还组织各街镇、居

村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演出和活动，推动文化惠民活动下沉

到基层。

以民为需填写民生满意“答卷”
在包河区方兴社区，老年证、生育服务登记卡、高龄津

贴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事项都可以实现线上办理

并送证上门，此举在合肥市尚属创新。今年8月28日，2019

中国智慧社区工作交流会上，2018 中国智慧社区发展报告

正式发布，方兴社区的智慧社区建设经验向全国推广。

“打开智慧方兴微信公众号，我们打造了‘线上不打

烊’的社会管理‘十服务’平台，其中的贴心服务平台主要

是办理与居民相关的事项。”方兴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通过人口库自动筛选的资料，对于符合办证申请的对象，

社区将主动对接，并开展上门送证入户服务，极大地惠及

了百姓生活。

日前，“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候选名单发布，在全国仅

有的 100 个县级候选城市（区）中，包河成功入围，这背后，

是一张张硕果累累的民生答卷。

近年来，包河区始终以民需民盼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工作精力、财政投入、公共服务向民生领域倾斜。2018

年，包河区 20 项民生工程精准实施，民生事业投入了 32 亿

元，全年新增就业 4.99 万人。养老服务业日臻完善，55 个

社区食堂（助餐点）、61 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投入

使用，社工介入专业养老工作全省领先。群众脱困工作稳

步推进，与六安市裕安区结对帮扶工作省级综合考评全市

城区第一。

除此之外，2019年以来，包河区有序推进32所中小学

幼儿园建设，新投入使用学校 14 所，大力实施 18 项民生工

程，启动老旧小区整治 34 个，新增、提升绿地达 65.3 万平

米，此外还推动一大批矛盾纠纷积案化解，群众政法满意度

位居全省第三。

今年9月20日至23日，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举行，

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 多位境内外嘉宾齐聚盛会，合

肥再一次惊艳世界。在此次盛会召开前夕，包河区围绕着“九整

治两提升”专项行动，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区品质，让包河更美

丽，为合肥添光彩。

为保障辖区环境达到“净化、美化、序化、绿化、亮化”标准，

包河区多措并举，确保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整洁有序，铁路、城市

出入口、高架沿线无垃圾和漂浮物，做好会场及驻地宾馆外围环

境综合整治等。

在很多老合肥人的眼中，包河区是合肥的“郊区”，而如今，

包河区已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包河区的发展也是合肥

从“环城”到“滨湖”再到“环湖”的城市变化缩影。

在城市品质提升上，该区推出了一批切实有效的措施，改

善百姓生活和工作环境。

2019年，包河区聚焦“空间、能级、气质”，服务滨湖新区打造面

向全国的城市中心；加快包河经开区、淝河片区、骆岗片区、

滨湖卓越城区域实现“中部腾飞”，打造宜居宜业新空间；倾

力“老城复兴”，加快南二环快速化改造、柴油机厂改制等项

目，全线建成开放南二环绿廊等项目，打造一批小游园、小广

场、小活动中心等，让群众从细微变化中感到城市更加宜居。

交通是城市建设的命脉，也是城市品质的关键。

今年上半年，包河区综合交通也更加立体便捷，高

铁南站日运行车次增至 340 列，纵横联接、四通八达的

“时钟型”高铁网全面形成，交通枢纽地位更加巩固。轨

道交通 4 号线、5 号线加快建设，重庆路、郎溪路高架基

本贯通，方兴大道快速化改造、南淝河路、锦绣大道、黄

河路等主次干道加快推进，祁山路、祁红路、仙寓山路等

8 条支路网建成通车，内畅外联的交通格局进一步优

化。此外，城市亮化扮靓夜景，包公园景观亮化工程也

全面完工，宜居环境正全面提升。

高品质建设让城市发展更有“质感”

“千亿城区”迎来城市能级大裂变

滨湖国际金融小镇

大美滨湖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接续奋斗，包河

区已经历史性地成为全省首个GDP总量突破千亿的县（市）

区，综合实力、新型城镇化质量、投资潜力、科技创新、绿色发

展各项指标全部挺进全国百强，成为全省唯一跻身全国综合

实力50强的城区，迈入“千亿级、新发展、再出发”的新时代。

2018 年，该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1051.22 亿元，增幅

8.5%，成为安徽首个GDP破千亿城区。包河区聚力科技、金

融、文化“金三角”产业，在夯实发展内功、提升发展质量上铆

足了劲。

记者了解到，过去一年，包河区在“全国百强区”高点进

位，综合实力、新型城镇化质量分别跃升至第 45 位、第 59

位，投资潜力蝉联全国十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分别跻身第

33位、第40位。与此同时，深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两化深

度融合，接连按下“数字经济”“创新驱动”“动能转换”等“关

键开关”。

据包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该区既有“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G60 科创走廊等战略叠加

的宏观机遇，又有省行政中心、国家级滨湖新区双核叠加的

现实机遇；既有高铁、高速、地铁、合肥港以及独具魅力的滨

湖生态等要素资源的吸附效应，又有“千亿城区”能级的几何

跃升；既有蓄积“四新”经济发展的“五大平台”，又有全市城

区中最大最优的片区发展空间。

大机遇前所未有、大发展百舸争流。2019 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包河区将

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建设、高效率治理，力争在全省

率先建成现代化中心城区。

70年沧桑巨变，70年华丽转身。在省会合肥，给南来北往的人

们留下第一印象的要属包河区，这里坐落着华东四大综合交通枢纽

——合肥南站，成为展示安徽城市形象的新窗口。此外，这里还有全

省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合肥市最大的城市阅读空间、最具特色的商业

街区、最具生态典范的环巢湖风光……

“和美”包河究竟“美”在何处？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为展

现合肥包河区“安徽中心”的风采，记者带您深度解析该区的高质量

发展密码，倾听现代化中心城区建设最强音。 □ 汪婷婷

合肥港国际集装箱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