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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祝亮）记者从安徽省发改委获悉，合

肥经新桥机场至六安城际铁路新桥机场站先行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进入审批前公示阶段。这也意味着

该城际铁路站即将拿到“准生证”。

新桥机场站设2台6条铁路线
根据公示，合肥经新桥机场至六安城际铁路新桥

机场站先行工程建设地点位于合肥新桥机场内。线

路全长1134.74米，建设新桥机场站土建工程，规模为

2台6线，线路长1134.74米，车站总面积约14.5万平

方米。

建设工期3年。估算总投资25.38亿元。全额资

本金，省和合肥市按6:4比例分担，由省投资集团出资

15.23亿元，合肥市财政出资10.15亿元。

合新六城际
将让合肥六安两市联系更加紧密

根据此前的规划，合肥经新桥机场至六安城际铁

路即大家常说的合新六城际铁路。根据此前曝光显

示：合新六铁路全线长约100公里，共设新建车站9

个，分别为合肥南城际场、岳小河站、习友路站、将军

岭站、新桥机场站、寿县新桥站、东桥站、东部新城站、

六安北站，平均站间距离12.10km。既有车站改造工

程1个，为长安集站改造。

合新六城际铁路的开通，在合肥和六安基本可以

形成了“一小时内的经济圈”，加快合肥、六安商贸旅游

的繁荣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合六“同城化”和“一体化”。

快速、便捷的运输方式使人员流动有了更大空

间，使生活在合肥、工作在六安，或生活在六安、工作

在合肥成为现实。

新桥枢纽将比肩上海虹桥
经常去上海的市民都会感受到虹桥交通枢纽的

便利，高铁、地铁、机场的无缝换乘能给乘客节省大量

的换乘时间。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等国家四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开展空铁（轨）联运旅客换乘流程优化工作的

通知》中透露，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将规划合六城际铁

路衔接，城市轨道交通中，除了我们熟知的地铁S1线，

还有规划中的地铁15号线可到机场。

《通知》表示，“十四五”期间推进民航到达旅客换

乘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流程优化工作。力争部分具

备条件的综合客运枢纽实现空铁（轨）联运旅客换乘

流程优化，重点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民航到达旅客在同

一个枢纽内，换乘铁路或城市轨道交通开展规划建

设、基本具备旅客换乘流程优化条件的综合客运枢纽

共有17个，包括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深圳宝安机场等。其中，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定位

为区域枢纽。

2025年
一个超级综合交通枢纽将诞生

安徽省“十四五”规划也提出建设“翅膀上的安

徽”，要求全省进一步完善“一枢十支”运输机场体

系。随着规划推进实施，国家战略实施和区域经济发

展对机场自身功能提升的需求更加凸显，有必要对机

场外部条件与自身业务拓展、配套基础设施等各方面

综合提升。

为满足机场航空业务量快速增长需求，提升合肥

机场区域航空枢纽功能，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于上个月开工建

设。其中就包括一个17.8万平方米综合交通换乘中

心（GTC）及相关配套设施

据悉，合肥新桥机场自2013年转场运行以来，航

空业务量增速迅猛，发展速度远超全国民航平均增长

水平。2018年，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跨入国内大型运输

机场行列，并已提前达到设计容量。同时，合肥新桥

机场作为空港经济示范区的重要依托，对经济示范区

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大

力培育集成电路、航空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

合肥临空产业基地、安徽对外开放新平台、国家级临

空经济示范区和世界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预计2025年全面

竣工并投入使用。根据规划，合肥新桥机场改扩建工

程项目完工后，合肥新桥机场将满足近期目标年2030

年旅客吞吐量4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5万吨、飞机

起降30.5万架次的发展需求。

同样在2025年，合新六城际铁路、轨道交通S1线

都有望同步开通，届时新桥机场将成为一个集机场、

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于一体的超级

综合交通枢纽。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12月9日，记者获悉，安徽省

卫生健康委印发《安徽省县级医院综合能力提升行动方

案（2021-2025 年）》，明确了县级医院综合能力提升行动

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工作安排，提出到2025年，力争

90%的县（市）至少有一所县级公立医院达到三级医院

医疗服务能力水平，新增一批县级三级医院，发挥县域

医疗中心作用，为实现常见病、多发病在市县解决打下

坚实基础。

《行动方案》提出，县级医院是县域医疗服务的龙头

和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

作用。加强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建设，既是全面推进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

关键环节。

《行动方案》要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贯彻新发

展理念，以满足县域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

快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县级医院高质量发展。推动

省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域下沉，加快补齐县级医院医疗

服务和管理能力短板，落实县级医院“县域龙头、城乡纽

带”功能定位，进一步提升县域内医疗资源整合共享水

平，保障县域居民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急危重症抢救、疑

难病转诊，以及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等公共

卫生服务、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等任务。

《行动方案》重点围绕五个方面确定18项任务。一是

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加强专科能力建设，加快建设

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临床服务“七大中心”，建强急诊急

救“五大中心”，提升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二是着力

加强医院运行管理。坚持和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全面领

导，加强医院运营管理，强化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加强医

院信息化建设，持续改善硬件条件。三是持续改善医疗

服务。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四是推

动资源整合共享。发挥好县级医院龙头作用，组建县域

医疗资源共享“六大中心”，加强县域医共体一体化管

理。五是促进综合能力不断提升。加强城市三级医院对

县级医院的对口支援，加强县级医院绩效考核，推动县级

三级医院创建。

《行动方案》强调，抓好县级医院综合能力提升行动

的组织实施，持续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一是加强组

织领导。将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建设纳入年度卫生健康工

作目标考核，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精心组织，创新机制，统

筹推进，按时、保质完成工作任务。二是凝聚工作合力。

积极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建立部门协调推进机制，争取在

财政投入、人事薪酬、医保物价、设备配备等方面加大支

持力度。三是强化宣传培训。积极组织开展有关政策培

训，加强政策解读和典型宣传，展示工作成效，提高社会

认可度和支持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据悉，县级医院综合能力提升行动分为启动、组织实

施和跟踪评估三个阶段。目前，各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正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医疗机构制定“一院

一案”的具体工作方案。脱贫县、大别山革命老区和皖北

地区县医院，将优先推荐纳入国家“千县工程”。

安徽省开展县级医院综合能力提升行动

2025年，90%县（市）至少有一所三级医院

合新六城际新桥机场站工程获批在即
空铁一体的超级综合交通枢纽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