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 编辑/吴笑文 组版/王贤梅 校对/陈文彪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04深读

连日来，关于合肥六中南校区将交还给合肥一中使用

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对此，不少市民表示支持，可以让名

校留住根，让校友增加归属感。同时，也有不少市民提出疑

问：合肥六中最后一批学子离开后，老城区的几个校区将如

何安排？还有市民提议，建议合肥四中、八中老校址也“物归

原主”。 ■记者 于彩丽

三孝口校区如何用、怎么招生尚待明确
12月 6日，本报曾报道《合肥一中或将在2024年重启

三孝口校区》，消息一出，不少合肥六中在读学生家长表示

出担心，“孩子今年刚读高一，为了方便儿子上学，我们房

子也换到了学校旁边，是不是高三之前就要搬到新校区读

书了？”市民王女士心怀疑虑。和王女士一样，部分家长也

开始担心自己孩子是不是不能在此完成学业就要搬迁到新

校区去？

对此，合肥市教育部门表示不必担忧。“即使合肥六中搬

迁到新校区，南校区交给合肥一中办学，那也是等所有学生

毕业后才会实施。现有的在读学生都会留在原址就读，直至

完成高中学业。”

还有一些中小学生家长则关心该校址未来是作为新校招

生，还是作为合肥一中本部同一批次统一招生。“合肥六中南

校区后期怎么办，未来怎么招生，因为还有几年学生才能全部

离校，所以一切都存在一些变数。还是需要等到最后官方明

确。”合肥市教育部门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合肥六中搬迁至新

校址后，在老城区会空出好几个校区，这些校区将用于何种用

途，还要看后期形势的变化来做调整。

早期搬迁的合肥七中、合肥八中老校区交给了区里办

学，用于缓解老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办学压力。后期搬迁的

高中老校区是不是沿用这种模式？”该人士表示目前还不确

定。随着学位制的实施，老城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压力

将会得到一定的缓解。如果几年后入学压力已经不大，那

这些老校区可能就不再交给区里办学，可以作为高中学校

的一个校区，也可以作为校史馆，或者是研学旅游基地等

等。如果届时依然压力很大，也不排除会用于初中小学办

学的可能性。

市民呼吁多所学校老校区“物归原主”
合肥一中搬迁至滨湖新区以前，曾在三孝口办学多年，

这里也承载着很多老合肥人以及合肥一中校友们的青春回

忆。11月29日，合肥一中校友刘先平先生回母校捐赠典藏

文集时，当得知三孝口老校区将重新交给一中使用，刘先生

一行都激动起来，现场因共情而洋溢着温馨暖流。

对此，合肥不少市民也表示支持，“让名校留住根，留下

的不只是一个校区，而是鲜活的历史文化，这样也能让更多

的老校友增加归属感。”

在安徽教育史料收藏家马启兵看来，这一做法无疑是合

肥高中教育均衡化的一大举措，“近年来，合肥一中、八中分

别搬迁至滨湖新区、政务区，合肥九中搬迁至新站区，未来随

着合肥六中搬迁，老城区缺少优质高中，则会形成区域间教

育不均衡。合肥一中的回归，对于老城区的孩子读高中是一

大利好，有利于教育均衡。”

还有市民提议，近几年来，合肥八中、合肥四中以及新投

用的合肥九中都陆续搬离了老城区，可以让合肥八中、合肥

四中老校区也“物归原主”。

盘点近些年从合肥老城区“出走”的学校
合肥四十六中本部于 2007年7月，整建制迁入滨湖新

区，隶属于包河区教育体育局，现在有两校区一分校，分别是

46中本部、46中南校区和46中海恒分校。合肥四十六中老

校区现为公共停车场，缓解老城区停车压力。

合肥九中也已经搬迁至新校址办学，未来老校区的用途

现在还待定。合肥十中搬迁后老校区交给合肥五中办学。

合肥八中旧址位于桐城路和红星路口（万慈会堂），2008

年整建制从桐城路老校区搬迁至政务文化新区。2015年，

合肥八中老校区经改造后更名为合肥市南门小学桐城路校

区，同年开始投用。

合肥老四中校址即是历史上的孔庙，又叫学宫，是庐州

府学的所在地。2009年，合肥四中整建制并入六中，合肥四

中原校址成为新的合肥六中中校区。2018年9月，位于滨湖

新区的新合肥四中重建办学，恢复招生。

合肥师范附属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曾更名为崇今小学、德

胜街小学、合肥四十七中、合肥师范附属小学、合肥师范附属

学校。2007年秋，学校从桐城路整建制迁入滨湖新区，再度

恢复为合肥师范附属小学。2012年9月，这里成为合肥四十

五中分校。

合肥一中旧址位于三孝口，2007年9月开始起，整建制

迁入滨湖新区。2009年合肥六中整建制合并原合肥四中，

整合合肥一中旧址，后又整合合肥实验学校旧址，形成一校

三区办学格局。

安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居全国第四位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12月6日，国

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粮食产量数据，公告

显示，我省全年粮食播种面积达7309.6千

公顷，总产4087.6万吨（817.52 亿斤），居全

国第4位，再创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今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

有27个粮食增产。其中东北三省及内蒙古

地区合计增产达188亿斤，对全国粮食增产

的贡献率为70.3%。新疆、安徽、湖南、四川、

山东均增产10亿斤以上。其中我省总产较

去年的 4019 万吨（803.8 亿斤），增产超过

68.6万吨（13.72亿斤）。

作为粮食主产省份和5个粮食净调出

大省之一，安徽始终把粮食生产作为“三农”

工作的头等大事，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年粮食

播种面积和总产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再次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为我省“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

坚实基础。

数据显示，我省夏粮总体呈现种植面

积、总产和单产“三增”态势。全省夏粮播种

达到4269.95万亩，比去年增加30.95万亩；

单产达788.82斤，比去年增加7.38斤；总产

达1699.9万吨（339.97亿斤），比去年增产约

5.59亿斤，总产居全国第3位。秋粮总产达

2387.7万吨，其中水稻面积持平略减，实现

稳定。玉米、大豆面积和产量均同比增加。

同时，在保面积和产量的同时，我省突

出围绕提质增效，科学合理调整结构。夏粮

生产中，全省建成小麦单一品种、规模化种

植的整建制示范乡、镇、街道43个，种植面积

230万亩；建成400个小麦单品种万亩片，种

植面积651万亩。共落实优质专用小麦面积

2682万亩，占小麦播种面积62.8%。秋粮共

落实优质专用水稻2380万亩、占播种面积

63%，其中单品种五千亩片264个，种植面积

162.36万亩；整建制乡镇69个，种植面积

213.24万亩；整建制县8个。

星报讯（记者 张贤良） 12月7日上午，安徽

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联合会连续第17次发布

“2021安徽百强企业”“2021安徽制造业百强企

业”“2021安徽服务业百强企业”榜单。从2004年

发布年度安徽百强企业榜单以来，海螺集团、铜陵

有色集团、马钢集团一直占据着榜单前三，被外界

称为“铁三角”。但今年安徽百强榜单的前三甲出

现了“新面孔”，来自合肥的联宝（合肥）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以1280.21亿元的销售收入跃居第三位，

“状元”和“榜眼”依旧是海螺集团和铜陵有色集

团。

今年民营企业入围安徽百强企业数量第二次

超过国有企业，其中，民营企业入围达53家，国有

企业则下降到47家。这意味着安徽百强企业国

企、民企相得益彰的格局基本形成。

创新被视为“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现代化建

设的核心”。2020年，众多安徽百强企业紧跟新科

技发展，努力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企业不仅

“身体”更壮，“脑子”也更灵。83家企业有研发活

动，研发费用总计406.79亿元，比上年增加近50

亿元，增长13.99%，平均研发强度为1.76%，达到

历史最好水平。其中，53家民营企业平均研发强

度达1.91，不但超过83家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而

且也超过国有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

百强企业分布在哪里最多？统计分析，合肥

市和沿江地区是安徽百强企业的主要所在地。在

2021安徽百强企业的地区分布中，合肥占了58

家，芜湖8家，铜陵8家，马鞍山5家，滁州4家，安

庆4家，阜阳3家……

合肥一中重启三孝口校区 六中如何调整？
优质高中回归老城区有利于教育均衡 市民呼吁让名校留住根

安徽百强企业榜单出炉
前三强首现“黑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