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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老企业或搬迁或改造或淘汰

4月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务院正式

批复《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

（2013-2022年）》消息，全国95个地级老工

业城市和25个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

市的市辖区被列入规划范围。其中，瑶海区

和淮北、蚌埠、淮南、芜湖、马鞍山、安庆成

功“入围”。

化工、钢铁、纺织、电器、开关、电缆、轮

胎等，这些都是在瑶海老工业区范围的一些

企业类型，搬迁改造首先从它们开始。

合肥市瑶海区发统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老工业区内的企业面临着或淘汰或搬

迁或升级改造的命运。

他介绍，符合条件的企业会退出老工业

区，走进郊区和园区，而有的搬不走的企业

也可以实行就地改造，“到2020年，逐步完

成辖区工业企业的搬迁或改造，实现辖区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老厂房或能“腾笼换民生”

搬迁改造让不少市民拍手叫好，而合肥

市老工业区的一些厂房或者空地也将腾出

来做更多改善民生的事。

上述负责人为市民畅想了一幅市民未

来生活的画卷：黑烟囱再也看不见了，建设

4、5个公园 ，垃圾站、污水处理厂等开工建

设，教育、卫生、医疗等和老百姓生活密切

相关的社会事业也将得到同步发展。

以合肥市郎溪路和新安江路交口为例，

那里即将开建三大中心，包括文化艺术中

心、全民健身中心、公共卫生服务中心，除

此之外，在整个老工业区或许也将出现更多

的名医院、名学校等，提升整个老工业区的

档次。

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聪明”

在今后的几年，合肥市瑶海老工业区在

产业上也将“凤凰涅槃”，目前正在规划中

的“3园1走廊”已经初步成型。

相关人士介绍，这主要指的是长江东大

街——新安江路总部经济走廊、中小金融机

构创新园和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未

来，市民的生活可以很聪明，为我们打造智

慧之城打基础，因为物联网就是智慧城市生

活的承载体，让生活更便利。”

记者了解到，合钢将纳入文化创意产业

园的一部分，目前是否是工业遗址要经过专

家界定，一旦通过，就可以将老厂房、铁路

等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老工业区企业或能发行债券

此次国务院批复的《全国老工业基地调

整改造规划（2013—2022）》中，瑶海区成为

合肥乃至安徽唯一一个县区级“国字号”老

工业基地。

这个老工业基地有多大？记者了解到，

初步划定的老工业区边际界定为东至大兴

镇，西到胜利路，南到南淝河，北到凤阳路，区

域面积约25平方公里，大约占瑶海区总面积

的近四成，不过这个面积还可能会有变数。

“这次纳入国字号规划，瑶海老工业区

将享受到多项政策。”合肥市瑶海区发统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早前公布的《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

改造规划（2013-2022年）》，老工业基地将

享受财税、产业、投资、土地等方面的政策

支持。

对于老工业区的企业来说，国家将支持

基地募集改造资金，支持投资公司和搬迁企

业发行债券。

瑶海老工业区正在冲刺全国试点

虽然已经纳入国字号规划，但瑶海老工

业区正在全力冲刺全国试点，除了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瑶海老工业区将与其余17个

省会城市中的工业区“争”试点，预计今年5

月中旬，3个试点单位的名单将最终揭晓，

“到时候，今年甚至是2015年的瑶海老工业

区规划肯定能更细致。”

吴娟 解琛 金苑 记者 沈娟娟 丁林

瑶海老厂房“腾地”改善民生
合肥瑶海老工业区纳入“国字号”规划，或多不少名学校、名医院等

大烟囱、老厂房、空气

差……提到合肥市的瑶海

区，好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哦，老工业区！不过也许过

几年，你会发现，这个老工

业区变得天更蓝、水更绿。

日前，瑶海区与省内其他6

市一起被列入国家老工业

基地改造规划，而记者获

悉，《瑶海老工业区整体搬

迁改造实施方案》昨日正式

上报国家发改委，有望获得

财税等多项政策支持的瑶

海老工业基地，将成省城的

“东方明珠”，多少年前的老

厂房或许会腾出来用做咱

老百姓更关心的事儿。

星报讯(金苑 记者 沈娟娟 祝亮) 明

天起，来自长三角22个城市的市长们将齐

聚合肥，参加为期两天的长江三角洲城市

经济协调会第十三次市长联席会议。昨

日，参会的大部分市长名单已经确认。此

外，我省芜湖、淮南、滁州3市能否跻身长

三角城市“会员”也即将揭晓。

企业家、科学家也将参与市长论道

今年参会人员多了不少新鲜血液。

合肥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这次

除了市长、秘书长外，22 个城市的世界

500强、中国500强和地方知名企业，22个

城市著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代表，22个

城市在合肥的商会会长等也将成为参会

的嘉宾。

长三角城市将在水资源利用上合作

大气、水……这些环境上的问题，今后

22个成员城市将携起手来共同治理。

在此次协调会上，22个成员城市将签

署《长三角城市合作（合肥）协议》和《长三

角城市环境保护合作（合肥）宣言》。

未来的长三角不仅在经济上发展加

快，还要打造绿色长三角。

首位70后上海副市长时光辉将来肥

记者昨日从合肥市发改委了解到，目

前19个城市的参会市长名单已确定，上海

市副市长时光辉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中。

时光辉，男，汉族，1970年 1月生，安

徽阜阳人，经济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2013年2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被

媒体称之为内地省级政府首位“70后”部

级（副部）官员。

芜湖、淮南、滁州欲加盟长三角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前身是

1992年建立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协作部门

主任联席会议制度。旨在推动和加强长

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合与协作，促进长江

三角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2010年 3月

26日，第十次会议正式吸收我省的合肥、

马鞍山等城市为会员。目前，长江三角洲

城市经济协调会成员为22个城市。

时隔三年后，长三角城市拟再次扩

容。据合肥市发改委透露，目前已先后有

8座城市提出申请，分别是：芜湖、连云港、

徐州、滁州、淮南、丽水、宿迁、温州，其中

我省有3座城市。本次会上，22位市长将

现场投票表决新成员的加入申请。

如果顺利获得通过，我省将有5个城

市加入长三角城市“俱乐部”。

据统计，2012年度苏浙沪两省一市在

安徽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3000余个，其中

一半以上的项目就落户在合肥。

“长三角”22位市长明天在肥谋合作
其中包括我国首位70后副省级明星官员时光辉，我省阜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