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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乳令”下我省乳业现变局？
在这个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全国性乳业大考引发的洗牌中，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企业暂时或永久作别

这个行业，而这些落榜者的离场，又会给安徽乳业带来何种变局？ 详见B3版

合肥经济圈合肥经济圈
首提首提““社会社会GDPGDP””概念概念
“合肥力度”浮出水面，“威力”波及其余四市

合肥经济圈5年的“蜕变”，从“领头羊”合肥这座城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记者了解到，已经出了

两期的合肥经济圈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今日将发布第三期报告《合肥经济圈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No.3

（2010-2011）》。作为中国省会经济圈蓝皮书的重要作品之一，这本书也为合肥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了不少

思路，今年的新概念就是“社会GDP”。与经济发展的GDP相对的，居民收入、社会保障、教育等被称之为

社会GDP，两者同时增长才是让大家满意的。成功打造“合肥速度”，努力转型“合肥力度”，合肥经济圈发

展有怎样的评价“标尺”？其余四个市将如何建设？ 记者 沈娟娟 樊立慧

故事回到2008年，合肥经济圈正在如

火如荼建设之时，有这样一个远离合肥经

济圈地理概念的地方，却也是践行了合肥

经济圈的“社会GDP”概念，非常重视教育。

六安市在上海松江区九亭镇兴办了一

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裕安区红星学校，

从2008年秋季开始，对全校每位学生免收

500元的学费，一学期就免收了32万元，这

一举措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和肯定。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础，教育公平是

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合肥经济圈内的五

市也都非常重视教育，尤其在城乡一体化

发展进程中，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益成

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农民

工子弟学校的民办转型政策引起了各方高

度重视。

合肥市、桐城市、淮南市财政在教育上

的投入逐年增加，2009 年，巢湖市共有

52.43 万名中小学生享受免除学杂费政

策。未来，各个市的教育投入也将有增无

减，教育资源也会进一步优化。

一所学校的免费故事

如果合肥经济圈的发展需要一把衡量

的标尺，那么从今年起，“合肥速度”将不再

是唯一标准，“合肥模式”、“合肥力度”、“合

肥绿地”等都将成为经济圈发展的考察对

象。

有人说，从全省整体发展的角度考察，

合肥经济圈就是安徽的“腰”，只有腰板挺

直了，安徽经济才能协调健康发展。

经历了5年“蜕变”的合肥经济圈，在

经济跑道上跑得“有点快”。从2005年到

2010 年，生产总值从 1855.75 亿元增长到

4741.2亿元，按年末户籍人口计算，2010年

圈内人均GDP达 2.4万左右，是2005年的

2.5倍。

以中心城市合肥为例，合肥增长速度

三年来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占全国省会城市的第12位，这就

是经济建设中的“合肥速度”。不过，从今

年开始，在成功打造了“合肥速度”后，经济

增长在慢慢向着社会建设中的“合肥力度”

转型。

从“合肥速度”到“合肥力度”

什么可以称为“合肥力度”？其实，

就是在“合肥速度”基础上的高层次需

求。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向记者介

绍，今年合肥经济圈首提“合肥力度”概念，

就是在规划未来经济GDP增长的同时，也

把居民收入、社会保障、教育等社会GDP指

标进行了量化，努力实现经济GDP和社会

GDP的同步增长。

“合肥速度”侧重经济建设的快速发

展，而“合肥力度”侧重社会建设协同化

与深刻化，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二者

却是一对密不可分的矛盾统一体。

这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是发展的全

部内涵，成果需要更多体现在改善民生上，

以人为本，让成果来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转化到社会层面的影响。

社会GDP要跟得上经济增长的“步伐”

社会建设是“合肥力度”的一个重要表

现，不可否认的是，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

民生工程是目前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

2007 年，合肥启动实施 12 项民生工

程，各级财政投入5.6亿元；2008年投入28

亿元，即使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尤为严峻的

2009年，合肥民生工程投入仍持续增长，达

到32亿元。

记者从合肥市民生工程办公室了解

到，截至2010年，合肥市累计投入达90多

亿元，跟合肥同期GDP、财政收入增速做个

比较，民生投入增速远远“跑赢”经济增速。

从教育到就业，从社会保障到收入分配，

从医疗卫生到社会管理，广泛而深刻的民生

建设就是“合肥力度”的一个最有利例证。

民生工程是“合肥力度”的一面镜子

让民生的阳光照到每个领域，合肥的

五年大建设直接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

位，带动了合肥经济圈内其他城市的就业

和创业，2008年，合肥城乡居民收入首次双

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十二五”期间，

合肥经济圈提出，力争城乡居民收入增幅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合肥经济圈还将逐步实现圈内统一的

社会保障体系，合肥市民所享受的社保待

遇，六安、巢湖、淮南、桐城四市的百姓也将

在社会保障上享受统一政策。

合肥作为中心城市，肩负发挥辐射

和带动的责任，通过建立适当的政策提

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推进五市之间

的社保制度协调配合以及社保关系的无

缝对接，扩大社会福利设施的覆盖范围，

以实现五市、县、街道、乡镇都拥有一所

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或社会福利服务中

心，从而构建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医疗卫

生救助及其他相关的救助措施在内的社

会救助体系。

合肥市民享受的，四市也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