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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将延伸到“地下”
《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星报讯（记者 俞宝强） 随着城市

地面空间越来越少，以及地下商场、地

下车库、地下轨道交通线等“如火如荼”

地建设，地下空间利用正成为城市的二

度空间。18日下午，省十一届人大常委

会第22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安徽省

城乡规划条例》。根据条例内容，今后

我省城乡规划，不单单停留在地面，还

将延伸到“地下”。

“城市土地，会越来越少，为了满足

城市公共生活所需，这要求我们必须明

确地下空间开发的定位。”14日下午，在

条例审议过程中，有的组成人员提出，

对城市地下空间利用，要早作规划，谋

划长远。同时，应当编制城市地下空间

利用规划，严格按照地下空间利用规划

来实施。

法制委员会研究认为，地方立法要

体现前瞻性，对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

的规划和建设问题早谋划、早考虑，有

利于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

有效利用。

此外，条例中还规定，城市总体规划

实施情况，一般每二年评估一次，城镇体

系规划、镇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一般，每五

年评估一次。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

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二十年。

星报讯（记者 俞宝强） 18日下午，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人事任免案。会议决定免去孙志

刚的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

此外，会议还决定任命孙丽芳为安

徽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林乐为安徽

省国家安全厅厅长，吴旭军为安徽省民

政厅厅长，张学群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案

孙志刚不再担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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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后合肥市人口越来越多了，周

边城市怎么能跟着“老大哥”也发展起来？

王厚亮：这个问题问得好！俗话说

“兔子不吃窝边草”，合肥“老大哥”就是

善良的、讲道理的“兔子”，不仅不吃窝边

草，还要让窝边草长得更好！

很快，合肥将在新站区建设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在肥西县境内的派河南

岸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园区里的企业

和项目，都可以与周边的兄弟城市联合

起来共建；突破行政区划界线，与合肥经

济圈和皖江城市带其它城市资源共享。

记者：能给我们举点例子吗？要形

象和生动的！

王厚亮：共享资源，共享优惠政策，

五城市统一区号，兄弟城市孩子没钱读

高中，送到合肥的职业学校来免费培

养。这些媒体都做过报道了。

再比如，“海归”这样的高层次人才到安

徽来，如果是铜陵、芜湖的企业想用，可人家

不愿意去，怎么办？那么，合肥就给他们优

先落户和提供住房，于是，他们在铜陵或芜

湖工作，但是家属、孩子、老人都能在合肥生

活得很好，这样大家都能得实惠。

“合肥老大哥是‘善良的兔子’”

“安徽第一轨”或将用合肥产“土行孙”
合肥产“盾构隧道掘进机”有望用于轨道交通一号线建设

星报讯（蔡丽丽 记者 李皖婷） 昨天上

午，“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下皖江城市

带产业承接战略与对策国际研讨会”在安徽

大学召开，国内外学者齐聚安大先后发言，

妙语连珠论皖江发展。学者们认为：要将农

民吸收为城市人。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

要欢迎农民进城

现在有很多城市在发展城市化的过程中逐

渐走入一个怪圈，这导致“城市化”变成了“城市自

我现代化”，即一个城市把自己封闭起来，比如深

圳，就是把农民全部拦在城市外，不让他们进来。

这对于城市活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在皖江城市带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需要

做什么呢？我觉得政府只需做好城市的整体

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其余的事情应该留给民

间资本如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来运作，让民间资

本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尤其要欢迎农民进城。

程必定（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大学泛长

三角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合肥要向“功能培育”转变

目前，已有30多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

合肥投资兴业，合肥已由过去的三线城市上升

为二线城市，加上安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发展的需要，合肥成为区域性特大城

市已是大势所趋。因此，从“十二五”起，合肥

的城市成长应从重视“规模扩张”向重视“功能

培育”转变，在“141”城市框架下培育区域性的

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中心、信息中心、商

贸物流中心、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等功能。

曾刚（华东师大博导，城市与区域规划研

究院院长）：

避免圈地模式发展经济

不要以为拿过来的就是好的，也不能觉得

别人做得好的就一定适合自己。“腾笼换鸟”，是

现在很多大城市都在喊的口号，所以皖江在发

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切记，我们不是垃圾桶也不

是下水道，不能对所有的投资都欢迎，尤其不能

接收一些低端企业，避免圈地模式发展经济。

鲍曙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经济信息研

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不以牺牲农民工为代价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从批复到

现在已经近一年了，然而却仍然面临着不小的

压力。首先是土地需求，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

而剥夺农民的土地。第二是人口的问题，不能

走深圳的老路，不能以牺牲农民工为代价，而是

要通过劳动力的转换逐渐建立起新的就业途

径。第三就是人才短缺的问题，安徽的很多高

端人才流失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且核心高校少，

所以安徽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怎样把本省人才

“喊”回来，同时也要吸引一部分外省人才。

遁地钻山本领大，日行千里不在话下，《封神演义》里神奇的“土行孙”，您还记得吧？现在告诉您，合肥

也要有现实版的机器“土行孙”啦！昨天上午，在合肥市召开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发展论坛上，记者

在专访合肥市发改委主任王厚亮时，就“挖”到了这样的新鲜奇闻。而且，项目已经备案了，如果顺利实施，

最快一年左右的时间，被王厚亮形象地比喻为“土行孙”的“盾构隧道掘进机”，就可以用在合肥市的轨道交

通一号线建设上。到那时，老城区的路段再也不用被“开膛破肚”地大面积开挖了。 记者 刘甜甜

在昨天的会议现场，王厚亮的演讲刚

一结束，就被记者拉到了场外的休息区。

这个“盾构机”是什么呢？王厚亮笑

眯眯地跟记者解释说：就是挖掘隧道专

用的“土行孙”啊！

“合肥不是正在建轨道交通一号线吗？

那不是刚好可以用？”记者顿时来了兴趣。

“正是！这个项目已经在合肥市发

改委备案了，马上就要组织专家论证

会。如果顺利建起来，也是开创了全省

的先河，填补了我省在盾构机制造上的

空白呢。顺利的话，最快一年左右时间

就能问世。”王厚亮笑着说，盾构机可以

按照不同的地质进行“量体裁衣”式的设

计制造，广泛用于地铁、铁路、公路、市

政、水电等隧道工程。“这个‘土行孙’最

适合在老城区用，挖隧道就不用对土地

进行‘开膛破肚’了，钻到地下就干活。”

合肥有望自产“土行孙”啦！

记者：除了盾构机这样的“新鲜玩意

儿”，合肥市明年还有哪些“大手笔”？市

区道路呢？怎么避免城市大了就拥堵？

王厚亮（笑）：是啊，很多人开玩笑

说，城市一大，拥堵是必然。就像首都

成了“首堵”。按照规划，合肥市在2020

年左右人口将达上千万。怎么防止拥

堵呢？合肥有“绝招儿”。那就是，以老

城区为中心，各大开发区和新区为“副

中心”，完善副中心的各项功能，如就

业、住房、商业配套等。比如，在经开区

上班的人，住在经开区很方便，孩子上

学、看病、买东西都很便利，就没必要去

老城区扎堆了。分散了人口，自然就减

少了拥堵。

“完善副中心的各项功能”

国内外学者齐聚安大论发展

“腾笼换鸟”
不能只喊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