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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拆分巢湖”壮大合肥，市民变“县民”

行行政政降降级级了了，，待待遇遇上上去去了了

搞搞““大大合合肥肥””战战略略，，钱钱从从哪哪儿儿来来

本报特派记者 张頔

2011年区划调整后，合肥市面积增至
1 . 1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800万。最近两年，
新桥国际机场、合蚌客运专线等一批重大
对外交通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南北高架一
号线、合作化路高架等一批城区高架路相
继建成使用。在未来规划中，治理巢湖、推
进滨湖新区建设的投资规模都到了千亿级

别。“大合肥”发展，钱都从哪儿来？
记者从合肥市财政局了解到，对于

合肥经济圈的建设，安徽省并没有单列
出相关的财政资金。目前合肥市的建设
投资，除了预算资金外，融资及土地出让
金是主要来源。

和其他城市相似，合肥在2006年便
成立了市政建设的融资平台——— 合肥市
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资源

整合和财政注资，使融资能力大大提升。
从 2 0 0 5年的 4 9 5亿元到 2 0 1 2年的

4001 . 1亿元，合肥投资总量在全国省会城
市中的排名由第18位跃至第8位。今年上
半年，合肥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373亿
元，稳居全国省会城市第6位，这些投资
无疑将带动财政收入的良性增长。

在新城区的建设上，合肥市实现了
“借力用力”。2006年11月，滨湖新区破土

开工，当时合肥市财政局只拨付了5亿元
借款用于临时周转，但仅仅一年多之后，
滨河新区就还上了这笔钱。

滨湖新区的钱，来自于自身资源。通
过土地出让、融资贷款、商品房销售回笼
资金等办法，滨湖新区筹集了上百亿元
的建设资金，再加上纷至沓来的招商引
资项目投资资金，形成了“雪球越滚越
大”的良性循环。

“本来地级巢湖市对几个
县的辐射能力就不强，如今虽
然降格了，但纳入了省会，对老
百姓来说，谈不上有多大的失
落感。”土生土长的巢湖人冯梦
媛说。

2011年7月，地级巢湖市所
辖一区四县分别被划归合肥、
芜湖和马鞍山。巢湖市由地级

市降格成了县级市。其实，巢湖
撤地设市仅是14年前的事。“巢
湖本来就是个县，不具备区域
经济中心的实力。”在省直机关
工作的巢湖人韩群说，地级巢
湖市对所辖的几个县不能提供
足够的辐射。

如今，巢湖成了合肥代管
的县级市，对于巢湖市民来说，

不管是最低工资、社保水平，还
是能享受到的教育医疗资源，
都跟着省会升了级。

仅以学前教育为例，之前
巢湖只有2所公办幼儿园，划入
合肥后，根据规划，未来五年
内，巢湖将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22所。此外，合肥的贫困幼儿家
庭资助政策也能扩大到巢湖。

教育社保医疗跟着省会升了级

其实，巢湖的被拆分，与安
徽提出的合肥经济圈规划是一
脉相承的。2009年安徽提出这个
规划时，包括巢湖在内的合肥周
边四市都被纳了进来。如今来
看，划归合肥的县级巢湖市和庐
江县，显然成了先行军。

位于庐江县城西侧的庐江
经济开发区是2006年设立的省
级经济开发区。据当地招商人员

介绍，只是在划入合肥后的这两
年，入驻的项目才开始井喷般增
加——— 这在开发区领导的日程
安排上就能体现出来——— 9月3
日这天，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斌
上午接待了浙江台州和芜湖客
商，下午拜访了合肥经开区、合
肥联宝电子和安徽振江集团，之
后还与上海虹磊机械公司进行
了项目洽谈。

庐江县委书记王民生最近
受访时表示，去年县里筹资12个
亿，是过去五年的总和。2013年
在合肥支持下，庐江正准备发行
13亿债券。

“如果说融入合肥对老百姓
有什么不利的地方，那上涨的房
价能算一个。”庐江居民王光福
说，最近两年，庐江县城多出不
少楼盘，房价早已突破五千。

招商井喷，一年“吸金”顶过去五年

除了上述开发区，一个产业
新城也将落户庐江，那里将建成
一个钢铁产业基地和一个化工
产业基地，其中一个钒资源利用
项目的投资就能达到150个亿。

一谈及重化工基地，人们
自然会想到环保问题。“产业转
移并不是污染和能耗的转移，
庐江也不是合肥落后产能的回
收站。”庐江县矿发局的一名工
作人员称。

记者来到该县龙桥镇一个
年产100万吨的磁铁矿时，并没
有看到黑烟蔽日、挖掘机纵横的
场面。据介绍，目前该铁矿的采
矿作业全部在地下完成，地面上
的植被与山体基本没有破坏。

其实，“拆分巢湖”很大程度
上是为了环保，主角则是中国第
五大淡水湖——— 巢湖。

“前几年巢湖蓝藻泛滥，臭
味都能飘到我店里来。”在巢湖

边上经营饭店的王晓川说。如
今，经过区划调整，巢湖成了合
肥的“内湖”，副厅级的巢湖管
理局应运而生。

合肥计划用3-4年时间，推
进环巢湖生态修复工程等八大
工程。今年1月至5月，巢湖蓝藻
水华爆发的次数、面积和藻密
度均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巢
湖整体水质已由劣Ⅴ类转为Ⅴ
类及以下。

巢湖变合肥“内湖”，污染不再两地推

每到周五下午，韩群下班后都
会开车赶回巢湖市，和妻儿共同度
过周末。在2年前的区划调整中，原
本在巢湖市直机关工作的他，被分
流到了对口的省直机关。目前，韩
群的妻子还在巢湖的一家公司任
职，儿子还没有小学毕业，工作之
外，他的家庭重心仍在巢湖。

说起当年区划调整引发的人
事变动，韩群记忆犹新。县级巢湖
市由原居巢区转变而来，新定的
1500人机关编制中，很大一部分职
位都被原本就在居巢区的人员占
据了。这样一来，地级市机关中很
多人无法就地安置，只能分流到其
他岗位。根据安徽省的统一安排，
人员安置的原则是组织分配、工作
需要、个人意愿相结合，市直机关
公务员被分流到了省直、合肥、芜
湖、马鞍山三市和县级巢湖市，愿
意到省内其他市的也可安置。

时任巢湖市委书记的陈强赴
池州任市委书记，时任市长张飞
飞则任安徽省能源集团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

韩群所在机关本来编制就不
多，不到两周的时间，各位同事就
确定了新的归属地，他也和其他10
名同事一起到省直机关报到了。

除了安置机关公务员，市直
属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机关
工勤人员，全由合肥市接收。而分
流到外市的人员发三年房租、通
讯、交通补助。不管是分流到省直
机关、合肥，还是芜湖、马鞍山，相
比巢湖来说，安置人员的工资水
平都能有所提高，因此整个安置
工作没遇到什么阻力，在两周左
右的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了1 . 47万
人的重新安置任务。

“到省里工作算是比较理想
的归宿吧。”韩群说，因为是对口
分流，工作上没有多少不适应。明
年孩子就该上初中了，自己在合
肥也稳定了，韩群打算说服妻子
把家搬到合肥，结束两地分居的
日子。这样一来，他和巢湖就更没
什么关系了。

本报特派记者 张頔

上万公职人员

两周安置完毕

庐江县通往合肥市区的一条道路正在拓宽。庐江划归合肥后，快速融入省会，经济发展迅速。 本报记者 张頔 摄

本报特派记者 张頔 发自合肥

延伸阅读

在推进城市一
体化的全国模式名
单上，安徽的“拆分
巢湖”绝对称得上
大手笔。原来的地
级巢湖市被一分为
三，降格为县级，并
入合肥，由此实现
了省会合肥的壮大
和南进。

尽管其区划
调整有特殊性，但

“拆分巢湖”后的
产业布局、环境保
护、居民待遇一
统，对我省的济莱
协作区建设，仍有
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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