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级跃升，合肥靠什么？
许根宏 许蓓蓓 洪 放

10 年，弹指一挥间，但合肥的“个头”长
了近两倍： 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2 年的 4168
亿元，跃升至 2021年的 1.14 万亿元。 全国位
次由第 32 位，跻身至第 19 位，平均每年跨上
一个大台阶还“绰绰有余”。

近年来，合肥受到广泛关注，成为“网红
城市”。 至于合肥的成功，有人说合肥是“赌
城”“风投城市”，抑或认为靠的是“运气”。 站
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深入系统考察合肥近
些年尤其是近 10年来的发展内涵，发现合肥
靠的真不是“赌”，而是“实干”。

历史上的合肥，工业基础薄弱，思维亟待
转变， 理念亟待更新。 现实中以前的合肥，
“个头矮小”，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可谓
“压力山大”。如何“出圈”或“破题”，合肥决策
者紧扣“发展第一要务”，始终坚持以
创新驱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因此，“实干” 的第一落点便
是创新。锻造“第一生产力”，合肥
始终视创新如生命、把创
新当使命、 抓创新像拼
命。 10年来，从“创新
高地 ”到 “创新

之都”，再到如今“科创名城”，在这条“没有出
口的高速路”上，“科教基地”合肥，肩负国家
重任，一路驰骋。

在合肥，创新是无“边界”的。从体制到机
制，从科学技术到产业构筑，从文化建设到
社会治理，从城市发展到乡村振兴，创新思
维 、创新理念 、创新方法 、创新举
措，犹如毛细血管，渗透到合
肥的“每一寸肌肤”。 因
此，“科里科气”当
然成了合肥

的 “城

市气质”。
在创新带来的裂变中 ， 合肥经济 、政

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及党建工作加速
蝶变。 因创新，合肥的“体量”大了，“个头”
长了，巢湖水更绿了，天更蓝了，山更青了，
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因创新，打头
阵 、挑重担 、当主力 、作贡献的合肥加速迈
向 “五大名城 ”，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储
备更大的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合肥坚持创新发展不松劲，奋力在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中打头阵、挑重担、当主力、作贡献，加速迈向“五大名城”———

打头阵 挑重担 当主力 作贡献

奋力迈向“五大名城”的“合肥实践”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许蓓蓓 洪放

十年，合肥加速“赶超”！
2012 年，合肥地区生产总值 4168 亿元，居全国第 32

位；2020 年， 首破万亿元大关；2021 年， 跃升至 1.14 万亿
元，跻身全国城市经济实力 19 强。

十年，弹指一挥间，但合肥每年都跨上一个大台阶。

锻造“第一生产力”
———从“创新高地”加速向“科创名城”蝶变

2012 年到 2021 年， 合肥全市财政科
技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由 4%增
长到 14.2%；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
由 2.78%增长到 3.52%； 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由 615 户增长到 4578 户、 增长 6.4 倍；
技术合同交易总额由 88.22 亿元增长到
866.97亿元、增长 8.8倍。

从合肥西二环向西拐入三十岗乡 ，一条崭新大道通
向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集中区。

走进园区，“科里科气”的城市气质扑面而来。 入口处，
雕刻于旗杆底座的“聚变合肥”四个大字，表明了这里“身
份特殊”。在这片规划总面积约 19.2 平方公里的区域，合肥
正加速建设大科学装置区、科学小镇、成果转化区等六大
功能片区，打造“最美科研圣地”。

前不久，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第 4 个大科学装
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交付启用，
标志国际磁约束聚变领域关键参数最高的综合性研究平
台诞生。

锻造“第一生产力”，合肥一直在领跑。2017 年，合肥迎
来历史性机遇———继上海之后获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 聚焦能源、信息、生命、环境四大领域，着重建设国家
实验室、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一批交叉前沿
研究平台、一批产业创新转化平台、“双一流”大学和学科。

锻造“第一生产力”，合肥始终视创新如生命、把创新
当使命、抓创新像拼命。 十年来，从“创新高地”到“创新之
都”再到“科创名城”，在这条“没有出口的高速路”上，肩负
国家重任的“科教基地”合肥一路驰骋，“风景”独好。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合肥出台科技创新条例，成立市
委科创委，设立“合肥科技创新日”，创新科技工作机制，深
化“放管服”改革，成立成果转化工作专班，建设国际人才
城，建立全链条、闭环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加速前沿科技
“沿途下蛋”。

在深入系统的体制机制创新中，合肥已完成 5 项国家新
一轮“全创改”揭榜任务，居省会城市首位。目前打造形成以种
子、天使、创业基金等为代表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丛林。 今年
以来，合肥已收集成果 326项，孵化成立科技型企业 67家。

锻造“第一生产力”，合肥始终抓牢“第一资源”的牛鼻子。
十年来，“养人”的合肥通过一系列高质量“组合拳”面向全球
引进“千里马”。 目前，合肥全市汇聚各类人才超 200万人，其
中，已认定高层次人才 8000余人，在肥服务院士 138人。

“墨子”传信、“悟空”探秘、热核聚变……一批“从 0 到
1”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成果竞相涌现。 目前，合肥已
建在建拟建大科学装置 12 个，装置集聚度居全国前列。 在
“城市孕育大学，大学滋养城市”中，合肥与大院大所大学
共建协同创新平台 32 个，推动合肥在量子、核聚变等领域
处于领跑地位。

“到 2035 年，基本建成全球科创名城，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合肥市科技局负责同志展
望道。

构筑“产业地标”
———从“工业强市”加速向“产业名城”蝶变

6 月 30 日上午 7 时许， 比亚迪合肥基地第一辆整
车在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下线。该基地一期达产便可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总产值 1000 亿元。

“合肥速度”是“拼”出来的。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已
聚集规模以上企业 305 家，形成了涵盖整车、关键零部
件、应用和配套的完整产业链。 2021 年，合肥市新能源

汽车产业实现营收 1029.5 亿元，产量 14.5 万辆。
从工业立市，到工业强市，再到产业名城，合肥一直

“撸起袖子加油干”。 面对工业基础 “先天不足”，“十二
五”以来，合肥审时度势，迅速确立工业立市战略。 在全
员招商和招“大”引“强”中，合肥努力做好“结合”文章。
近年来，随着“领军企业—重大项目—产业链条—产业
集群”发展路径的深入实践，合肥的产业加速从“盆景”
向“森林”转变。

为打破科技发展与经济产出之间的“篱笆”，十年来，
合肥加速推进“科创+产业”和弦共振，全力打造覆盖科技
成果转化全链条的政策支持体系和项目攻关体系，以“创
新聚变”助推“产业裂变”，以“产业裂变”带动“经济质变”。

“合肥将继续用心用情，全力做到精准服务、精细服
务。 ”在比亚迪合肥基地整车下线仪式上，合肥市主要负
责人的承诺掷地有声。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合肥市成
立经济工作专班，顶格调度项目进展。 一期项目从谈判

到签约仅用时 23 天，从签约到开工仅用时 42 天，从开
工到整车下线仅用时 10个月。

近年来，合肥以“金牌服务”频频刷新“合肥速度”。
面对疫情影响，合肥市按照“保主体、增主体、强主体”要
求，成立助企“保姆团”，全市 16 个市直部门分管负责人
担任专班成员，推出“一企一策”，畅通市“12345”为企服
务热线，对企业提出的诉求和问题分类交办、跟踪督办，
为企业全力纾困解难。

环境优，“巨人”来。 近年来，京东方 ３ 条高世代线、
蔚来汽车总部、协鑫集成等重大工业项目相继落地，“芯
屏汽合”“急终生智”成为城市产业地标。

新型显示产业实现 “从沙子到整机” 的全产业链布
局，液晶面板出货面积约占全球 10%；“中国声谷”实现入
驻企业、营业收入“双千目标”；家用电器“四大件”产量稳
居全国第 1 位，其中冰洗产量占全国 1/4；光伏产业综合
出货量突破 50GW，装机规模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

产业兴，经济强。 2021 年，合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9.6%，位居省会城市第 ２、长三角主要城市
第 ２；全年净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31 户，创 8 年来新
高。 今年 1 月至 4 月，合肥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在全
国省会城市和长三角城市中位次靠前。在长三角 8个万
亿城市中，合肥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进出口总额增速均位列第一。

擦亮“最好名片”
———从“综合治理”加速向“巢湖名城”蝶变

踏入位于肥东县长临河镇境内的十八联圩生态湿地，
只见芳草萋萋、湖泊如镜、水网交织，蓝天绿水之间，飞鸟

翱翔，自由生活在这片宁静富饶的土地上。
“一年多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水毁工

程修复建设，同时启动三期工程，目前进展顺利。四期工程
将于 10月动工，整个工程计划于 2023年底竣工。 ”合肥十
八联圩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阚韬表示。

为擦亮“最好名片”，合肥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巢湖综合治理为总抓手，系统推
进“碧水、安澜、生态修复、绿色发展、富民共享”五大工
程，坚持点源、线源、面源、内源“四源同治”。

实践中， 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省级巢湖总湖
长、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及相关部门履行分管责任，流

域各县市区承担属地责任，压实排污单位主体责任。建立
高位推进工作机制，每年召开巢湖综合治理大会，基本形
成“三个一”调度机制。 在全国率先创新推行“河湖长+排
长+警长+检察长+民间河长”的“五长联动”治理河湖新模
式，在全省率先实施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机制。

洒下汗水，收获回报。 2020 年以来，巢湖水质保持
IV 类，河流国控断面水质 100%考核达标，出湖入江水
质常年保持 II类。 规划建设的环巢湖十大湿地，目前已
建设 9 处，共恢复修复湿地面积 6.2 万亩。

一幅幅治理蓝图接连绘就，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
人心。 到 2025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28.6%，湿地保护率
超过 7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稳定在 46%，林业产值达
到 200 亿元……近日发布的《合肥市深化新一轮林长制
改革实施方案》，必将增厚合肥“生态底色”。

最近， 合肥作为我省唯一城市入选国际湿地城市，
目前全国仅有 15 个城市跻身此列。 “这里的风景让人流
连忘返，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 ”八百里巢湖风光旖旎、
碧波荡漾，引来游客无数赞叹。

激扬“城市活力”
———从“大湖名城”加速向“活力之城”蝶变

6 月 24 日，随着汽笛长鸣，一列满载汽车及零配件
的合肥中欧班列从合肥北站物流基地驶出，将经阿拉山
口口岸发运至欧洲。

2014 年，首趟合肥中欧班列正式开行。 八年来，合
肥中欧班列建起了一条以合肥为基点的陆上丝绸之路。
目前已累计开通 100 条路线，途经 17 个国家，开行站点
81 个。 “活力”合肥，联通世界。

发展越开放，“活力”越迸发。十年来，合肥加速推进

省际合作园区和 G60 科创园区建设， 深入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建设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
肥片区，推进国际合作园区建设，高水平推进国家对外
开放试点示范。

产城越融合，“活力”越澎湃。近些年，合肥加速做强
以高新区、经开区为引擎，以新桥科创示范区、大科学装
置集中区、西部运河新城、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合庐产
业新城等为支点的西部增长翼。 做大以新站高新区、东
部新中心为引擎，以下塘产业新城、肥东产业新区、合巢
产业新城等为支点的东部发展翼。

“要奋力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当好‘上进生’，争
当‘优等生’！ ”随着城市活力的激增，近年来，合肥实现
与长三角 41 个城市“一网通办”，120 个事项异地通办、
49 个服务入驻移动端应用；实现长三角区域医保“一卡
通”；推进长三角住房公积金“一网通办”，实现个人服务
事项跨省通办……

全面融入长三角的同时，“活力合肥”加速“漂洋过
海”。 走进联宝(合肥)电子科技公司，一块硕大的电子屏
幕实时显示着出货量、出口国家和地区、今日订单等数
据。“0.5 秒就下线一台笔记本电脑。”企业相关负责人介
绍，企业累计向 126 个国家和地区出货超 2 亿台笔记本
电脑。去年，联宝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一举成
为我省首家百亿美元进出口企业。

联宝科技闪亮的成绩单，映射着合肥市日益增强的
外贸主体活力。 越来越多外贸龙头企业在合肥发展壮
大，推动“合肥造”走出国门。 数据显示，2021 年，合肥市
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324.8 亿元人民币， 占全省
外贸总值的 48%。

合肥活力，自贸试验区见证。 据介绍，自 2020 年 9
月揭牌设立至今，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片区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在制度创新中寻找新活力，依
靠新理念破解新难题， 目前已复制推广 20 余项创新举
措，云集近 4 万家企业。

去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综合立体
交通网规划纲要》，合肥被定位为“6 条主轴”“7 条走廊”
“4 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中的关键性节点城市。
在国家大开放战略中，合肥的活力加速迸发。

“奋力迈向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中心城市。”合肥市委十
一届十二次全会提出的远景目标，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切好发展“蛋糕”
———从“温暖之城”加速向“幸福之城”蝶变

2012 年到 2021 年，合肥全市民生支
出累计投入 7491.9 亿元。 其中，2021 年
全市民生支出首次突破千亿元 ， 达到
1062.9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为 86.9%。

每到中午，位于肥西县上派镇的爱和家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食堂便会迎来一群“常客”。“你看，今天的午餐有红烧
鸡、红烧瓠子、包心菜、肉丸蛋汤，种类丰富、味道也不错！”
今年 86 岁的王继培老人连连点赞。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5 月 25 日，安徽省《暖民心
行动方案》印发后，合肥市“闻令而动”，迅速制定行动方
案，明确目标任务、工作措施、保障机制，全面承接、全部落
实省定各项任务。

牢记嘱托，践行为民初心。 近年来，合肥围绕学有所
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群众关心
关注的事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回应 “槽点 ”、纾解 “痛
点”、打通“堵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在省定民生工程的基础上，合肥从人民群众天天有
感的关键小事做起，连续 5 年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 100
件次 。 去年以来 ，合肥持续破解办证难 、安置难 、赶考
难、停车难、上楼难、拆违难等 30 余项民生难题，在群众
理解、支持和鼓励中 ，让 “呼声 ”变成了 “掌声 ”。 厚重的
“民生底色” 为合肥高质量推动暖民心行动奠定了坚实
基础。

“十三五 ”以来 ，合肥全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85%以上 。 先后实施省定民生工程项
目 62 个 ，投入资金 600 多亿元 。 教育投入累计超
过 1200 亿元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幼儿园超过
700 所，新增学位 46 万个。 净增医疗卫生机构
1343 家，千人床位数增长率 36%，千人口医生
数增长率 44%。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政府过‘紧日
子’、新增财力更多向民生倾斜。 ”合肥市相
关负责同志介绍，该市将保证民生支出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85%以上。 10 项“暖民心行
动”预计投入资金 86.7 亿元，其中 ，今年将
投入 17.6 亿元。

“我们要时刻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
为检验暖民心行动成效的第一标准 ，请
群众‘阅卷’，让群众‘打分’，让群众看到
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满意，加速打造‘幸
福之城’。 ”合肥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凡是过去 ， 皆为序章 。 新起点 ，“养
人”的合肥加速迈向“五大名城”，奋力在
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中打头阵 、挑重担 、
当主力、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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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的成就 安徽这十年

2012年到 2021年， 合肥全市工业投
资年均增长 12.1%，规上工业增加值保持
年均 12.2%的中高速增长。 其中，2021年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6%， 居全省第 1
位、省会城市第 2位、长三角主要城市第
2位、GDP相近城市第 1位。

2021 年，巢湖水质稳定达到Ⅳ类，
西半湖水质由Ⅴ类改善到Ⅳ类。巢湖湿
地资源记录的植物数量由 2013 年的
211种升至目前的 275 种， 巢湖沿岸有
记录的鸟类总数超 300种。

目前， 合肥中欧班列已开通 100 条
路线，途经 17个国家；实现与长三角 41
个城市“一网通办”；中国(安徽)自由贸
易试验区合肥片区云集近 4万家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