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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朗诵、残疾儿童亲子舞蹈、葫芦丝、轮椅舞蹈……

第三十一次全国助残日来临，由合肥包河区残联和望湖

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的一场残健融合文艺汇演上，残疾

人亮出自己的才艺，和包河区文化馆、优秀群众节目一

起，为居民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 方洋 记者 沈娟娟

合肥都市圈建设

2021年工作要点印发实施

全面开建阜淮、宁淮、
宁马等城际铁路

星报讯（吴腾 记者 祝亮）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

合肥都市圈，作为我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

平台，正全力打造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国际化都市圈和支

撑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近日，合肥都市圈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会同都市圈8市和省有关单位研究起草了

《合肥都市圈建设2021年工作要点》，主要包括加快规

划编制实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开放合作平台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同治、推动公共

服务共享、完善工作推进机制等7个方面共25项具体

任务。

其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面开工建设合新

高铁，阜淮、宁淮、宁马等城际铁路；加快推进上海至武

汉高速公路无为—岳西段、德上高速合肥—枞阳段、明

巢高速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引江济淮航运工程、滁河

汊河集船闸等项目建设；建成通航芜湖宣州机场等。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加快推进都市圈17个省

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遴选若干省级县域特色产业集

群（基地）；强化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引领作用，支

持圈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充分对接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和大科学装置等创新资源，联合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探索建立“卡脖子”技

术攻关机制，聚力破除技术壁垒。加快打造辐射带动圈

内城市及重点企业创新发展的安徽科技大市场，加速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

加强生态环境同治方面，按照省政府部署，切实抓

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严防问题反弹和新的问题产生。

加强巢湖流域联合治理，落实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

机制，探索建立都市圈大气联防联控机制等。

据悉，下一步，合肥都市圈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将

持续强化督促落实，确保完成《合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行动计划（2019-2021年）》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研究制

定合肥都市圈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实施意见。同时，探索

建立与南京都市圈联动发展机制，推动合肥都市圈与南

京都市圈协同发展。

数据显示，2020 年，合肥都市圈实现生产总值

24499.9亿元、财政收入349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120.7亿元，分别占全省63.3%、61.4%和60.7%，全省发

展核心增长极作用进一步彰显。其中，合肥市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万亿元达到10045.72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432.7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13.8亿元，约占都市圈41%。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全面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芜湖：

宣城：对标“沪苏浙”争当发展“排头兵”

创新，关乎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更是一座城市的发

展精魂。而宣城发展的历程充分表明，深植于这个千年古

城的精神气质就是创新。 ■ 记者 秦缘

星报讯（记者秦缘） 近年来，芜湖市坚持党建引

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有力推动了基层民主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4月21日，记者来到芜湖市弋江区马塘街道

洪桥社区，作为芜湖市第三批“三社联动”试点社

区。洪桥社区围绕社区居民实际需求，开展党建引

领下的三社联动服务。

为了丰富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搭建社区居民

互动交流平台，洪桥社区二楼功能室现面向社区居

民全面开放，包括红色舞房、红色课堂、Hi·Baby

亲子园、红色影院及红色书屋等。据洪桥社区党委

书记孙茂玲介绍，今年正值建党100周年，社区党

委发起“三个一百微行动”，即百部影片忆党史、百

首红歌颂党恩、百名党员微帮扶，通过寻找初心、凝

聚互动、帮办实事，让社区始终保持活跃的热状态，

让互助互爱的氛围慢慢成为一种社区文化。

此外，社区还通过网格员摸排、物业反馈、居

民评价、活动发现等多种渠道，充分挖掘和培育社

区网格红人。目前已成熟培育了2名明星支部书

记、6名明星社区楼栋长。在网格微治理中，处处

发挥榜样作用，为居民办实事，为社区减负担。

在南陵县三里镇澄桥村，文化广场上村民们喜

欢聚在一个六角凉亭中议事，别看亭子简易，澄桥

村的大小事务都是在这里商议解决。这个简易的

村民议事亭，是澄桥村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原则落实到乡村治理的生动写照。

2019年，澄桥村“两委”通过走访了解到，村民

们想要修建一座文化广场，供大家休闲娱乐。提议

很好，但村里条件有限，建设资金从哪里来？为了

解决这一难题，三里镇按照“村民自筹+政府支持”

的办法，号召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

“杨涝组56户209名村民自筹资金6万余元进

行村民广场建设，村致富能手无偿捐出自家风景树

移栽到广场，贫困户、困难户主动出力，搜集、搬运形

态各异的石头来装饰广场。”三里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徐玮告诉记者，除了村民自筹，三里镇还大力引

导、支持村里申报公益性项目等各项资金，为村民广

场实施道路硬化、搭建休闲凉亭、安装广场路灯。

澄桥村坚持以党建引导群众参与村集体管

理、监督、发展、建设全过程，引领群众“自发行动、

自筹资金、自建家园、自管设施”，不断提升乡村治

理能力，不仅改善了村居环境、群众精神面貌，也形

成了村居环境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风气。2019

年，澄桥村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称号。

智汇宛陵筑梦宣城
“如果你用腾讯地图给你的小伙伴发送定位，

这个定位就是从我们这儿发出去的。”安徽宇呈数

据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长江骄傲地告诉记者。

近日，“皖美”安徽全媒体采访团来到宣城市宛

陵科创城，在安徽宇呈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记者了

解到，这家拥有商业航天研发运维、空天地一体化

大数据平台研发等项目的公司同腾讯公司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在宣城成立腾讯地图大数据生产中

心，实现“腾讯地图宣城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视察安徽时强

调，要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下好创新“先手棋”。

宣城市审时度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

为宣城科技创新基地和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

台，宛陵科创城应势而生。

2017年10月，定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的

科创城（一期）项目启动建设，去年7月，科创城被列

入G60科创走廊协同创新平台，申报成功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宣城），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入驻园区。如今，一个

“创新创意、科研孵化、成果展示、人才集聚、创城一

体”的科创园区正在形成。

广德：东向发展的“桥头堡”
“对标沪苏浙，争当排头兵”。接壤苏浙的宣城

市广德市，更是被誉为宣城市向东发展的“桥头

堡”，全方位参与长三角分工合作。

在安徽永茂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记者看到，一排排设备整齐划一，伴随着机器的

轰鸣声，一派繁忙景象。

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广

德市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迅速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

制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了“上游原材料供应——

中游汽车零部件生产——汽车产品研发、认证、测

试服务——下游整车制造、检测”的产业链。

此外，广德还与溧阳、郎溪协同参与长三角

产业分工合作，持续推动产业错位发展与互补，

促进要素资源在区域内优化配置和流动，实现互

利共赢。

如今的宣城“创新”因子更加活跃，2019年创新

持续力居长三角中心区城市第3位，创新潜力居全

省第1位，创新综合能力居全省第3位。宣城，正以

创新为强大引擎，奋力谱写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崭新篇章。

宣纸的电商生意经
在宣城，笔、墨、纸、砚承载了中华民族厚重的历

史文化，作为中国传统造纸工艺之一的宣纸则“始于

唐代、产于泾县”。位于安徽泾县县城10公里处的丁

家桥电子商务集聚区，是宣纸书画纸生产加工的聚

集地，集聚区内全年宣纸书画纸产值达数亿元，其中

书画纸年产量10000吨，占全国的70%以上。

1995年出生的曹阳目前是安徽泾县三星纸业

有限公司电商销售的负责人。他觉得“家乡宣纸需

要对外宣传、出售，电商是趋势”，因此刚出大学门，

他就带着理想回到了家乡。

记者跟随曹阳走进被货架塞满了的仓库，6位

负责接单、分类、包装等工序的工人正争分夺秒地

进行着手里的工作。仓库主管王鹏一边操作电脑

接单，一边介绍：“我们这个仓库平均每天对外发出

700到800单产品，你看今天早上8点到现在12点

40分已经对外发出300多单了。”

通过电商为传统造纸企业赋能，截止到2020

年底，丁家桥镇电子商务集聚区年发货量达400多

万单，相比2017年增长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