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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目前，很多城

市都在建立或完善个人信用制度，个人

信用档案能不能在长江中游畅通无阻？

答案是肯定的。胡艳认为，可以

通过四市信用信息档案库建设与联

通，使个人信用信息透明化、公开化，

互通有无，共享共用，“有利于四市加

大对信用缺失行为的执法力度，增加

对失信人的监管与惩戒，净化市场环

境，降低商业风险，减少商务成本。”

个人信用档案四市“联通”

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合肥变得更美了
昨日17:40左右，长沙市党政代表团抵达

合肥。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湖南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出现在大厅，翻看着合

肥景点介绍的宣传单页。

“我来过合肥，还是好多年前的事情。”在

接受市场星报记者采访时，易炼红表示对合

肥的感情并不浅，但多年没来合肥的他，这次

觉得“变化太大了”。

跟上次相比有哪些变化？易炼红说，感

觉合肥的城市规模变大了，也变得更美了。

市场星报记者从组委会获悉，今天，四个

省会城市的书记、市长将齐齐亮相合肥，与前

两届会商会有所不同，此次会商会增设了企

业家交流会，邀请四市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现代服务业、金融等领域的知名企业家代

表围绕会议主题交流发言。

今天，三市代表团将分头对“最合肥”的地

点进行考察，比如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安徽

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万达文化旅游城、巢湖

湖岸、合肥（蜀山）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等。

而在今天下午，四个省会城市的书记将

开一场“高峰会议”，四个省会城市的市长将

共同签署《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三届

会商会合肥纲要》。

来自武汉、长沙、南昌等三市党政代表团和企业家代表正式开启了“合肥之旅”。昨日，以“深化
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三届会商会正式在合肥启幕。

编者按

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一把手”聚首合肥，专家建议：

共同申报首个内陆跨区域自贸区

首个内陆跨区域自贸区
可尝鲜

上海自贸区设立后，因为企业享有

的优惠政策很多，所以成为很多城市争

相复制的样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沿

海地区经济发达，一般会是设立自贸区

的首选之地。

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院

长、安徽大学教授胡艳等人觉得，四个省

会城市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建

设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也赋予了四省会

城市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战略任务。

“积极研究总结上海自贸区的成功

经验，结合四省会城市的实际，联合申

报首个内陆跨区域自贸区，形成中心城

市内陆经济开放高地。”胡艳说，这样可

凸显整个自贸区的内陆特色和组团竞

争优势。

国外城市群大多拥有由高速公

路、高速铁路、航道、通信干线、运输管

道、电力输送网和给排水管网体系所

构成的区域性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而

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之间的交通

却显得有些“点对点”。

报告建议，应解决高速铁路“断头

路”的问题，重点加快推进合肥至南昌

高速铁路建设，加快长沙至南昌、合肥

至武汉等高铁的新建和改造，增加合

肥-武汉至长沙、南昌至武汉等高速

铁路车次，基本实现“公交化”。

在加快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

间城际铁路通道建设的同时，四省会

城市还应积极推进上海-南京-合肥-

武汉-成都高速铁路以及上海-杭州-

南昌-长沙-昆明高速铁路建设，互通

四省会城市与长三角、成渝经济圈等。

市场星报记者获悉，可以推广应

用智能卡，城际高速公路率先实现一

卡通，并逐步实现城市公共服务智能

卡等设施的互通互用。

据了解，四省会城市去年已共同

签订了《长江中游四省会城市环保合作

协议书（2014~2015）》，明确在环保合作

协商机制、环境信息共享、大气污染联防

联治、环保产业市场一体化、建设长江经

济带绿色长廊等五方面开展合作。

“四市可合作保护长江及三大淡

水湖水资源、对大气污染进行联防联

治。”胡艳建议，可探索区域内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新模式，研究区域环境污

染联防联控机制和预警应急体系，加

强主要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治，共同打

造长江中段绿色生态廊道。

此外，四市可共同争取国家关于

碳排放权、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水权

交易等交易平台的试点，建立四省会

城市环保信息通报制度及环保“黑名

单”制度。

四市共享环保“黑名单”

合肥已经是长三角城市群的一部
分，还要参与四省会城市的合作吗？日
前，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关
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深化合作
的路径与策划》研究报告正式出炉。

这份报告建议，长江中游城市群省
会城市可积极研究总结上海自贸区的
成功经验，联合共同申报首个内陆跨区
域自贸区，形成中心城市内陆经济开放
高地。

记者 沈娟娟

城际高速公路“一卡通” 对话

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