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宁大龙

“2012年，合肥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机遇，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谈到合肥的发

展，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曾这样说道。

集“天时、地利、人和”众多优势为一体的合肥，近几年来，频频出现在中国增速发展城市的排行榜前

列，形成了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

2012年1月12日，是皖江城市带城建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两周年的日子。作为安徽的省会，合肥在皖

江城市带城镇体系规划中，被列为“带动极”，起到了关键的带头作用。

除了高新技术产业，合肥去

年在整个工业发展上，整体都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在2011年前11

个月，合肥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5085.4亿元，总量突破5000亿元

大关，相比去年整整增长了1541.1

亿元。

此外，2011年 1~11月份，合肥

市完成工业投资1257.03亿元，增

长显著，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整个2011年，合肥工业总量

列全国省会第11位，较上年推进

2 位。而合肥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更是高居全国省会

第一。

合肥：带头腾飞

去年一年，合肥在电子信息

产业方面取得的进步尤为引人关

注。

2011年 12月20日，记者来到

了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安徽高科

技领域引进的最大项目京东方六

代线项目就落户于此。据了解，该

项目总投资达175亿元，整个设计

产能9万片玻璃基板/月，主要生产

37英寸以下电视和电脑显示器用

液晶显示屏。达产后，可年产液晶

显示屏将超过1500万片。

合肥新站区管委会副主任秦

远望讲述的一个小故事颇引人关

注：京东方六代线正式投产后，国

内平板电视价格普遍下降了30~

40%。若按照国内年销售4300万

台电视整机计算，以5000元一台

为大致标准，就这一项，每年老百

姓就可以少掏600~800亿元。

由于京东方的入驻，吸引了

法液空、日本住友化学等一批世

界500强和国内外大型配套企业

落户合肥，2011年 10月，联想（合

肥）产业基地项目也在合肥经济

技术开发区隆重开工。合肥以此

为契机，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平

板显示产业基地。合肥计划到

2015年实现工业性投资累计920

亿元，工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

筑巢引凤

领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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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记者 宛月琴

“今后，马鞍山将全力以赴继续做大全市的经济总量，加快发展速度，努力做好皖江城市带发展的‘箭

头’。 马鞍山具备发展成为省内最好城市，全国最好城市之一的潜质。”马鞍山市市长张晓麟这样表示。

皖江示范区两年来，马鞍山更是践行着“一马当先”的城市精神，跨越发展，成为“皖江”轴上的亮点。

“国字号”示范区建设的成效

也已经显露：今年上半年，全市在

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现金收

入、GDP、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上在长

三角 22 个城市中分别位居第 1、

第 2、第 3 和第 3 位，全面超过长

三角城市平均水平。

而马鞍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园区成立时间不长，但已经形成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高端电子

信息、现代物流四大主导产业，其

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95%

以上，一跃而成马鞍山市高新技

术产业高地，形成几何式的产业

集群效应。

谈及未来，张晓麟特别介绍

了马鞍山江面上的四个江心洲

的开发设想，他介绍，江心洲由

长江冲击而成，其中最大的有

60 平方公里，是一块未经开发

的处女地。这四个洲的概念性

规划正在做国际招标，目标是

做成“世界极品”。 张晓麟认

为，马鞍山具备发展成为省内

最好城市，全国最好城市之一

的潜质。

马鞍山：一“马”当先

“两年来，我们推进了华菱星

马等自主品牌汽车骨干企业联合

重组，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

家自主品牌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研

发生产和出口基地，将马上拿打

造成全国重要的精品钢及深加工

基地，建成马鞍山工程机械基地，

中间建设磁性材料、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马鞍山市发改委副调研

员汤克锐称。

汤克锐告诉记者，马鞍山因钢

设市，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计划中，

马鞍山在继续发展马钢的同时，还

要围绕钢做大产业链。“目前我们

正在制订铁基新材料高技术产业

集群发展规划，如果规划正式通

过，未来我们将打造一个销售收入

3000多亿元的产业集群。”

而长期以来，马鞍山各项经

济指标排名全省靠前，多项人均

指标排名全省第一，是中部地区

唯一的全国文明城市，更有望提

前9年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当好皖江“箭头”

“国字号”显效应

芜湖市市长杨敬农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这两年努

力，芜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四大

支柱产业。一是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以奇瑞为龙头，围绕奇瑞

有4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在芜

湖集聚。二是材料产业，主要是

以海螺集团为代表，海螺水泥和

熟料的产值现位居世界第二、亚

洲第一，海螺PVC型材的产能居

世界第一。新兴铸管也拥有世

界一流技术，还有两家铜材上市

公司。三是家电产业，以美的和

日立这两个企业为代表，去年的

产值是298亿元。四是上无为的

电线电缆产业，去年产值达到

252亿元，在中国四大电线电缆

产业基地位居第二位。

记者了解到，预计2011年芜

湖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00亿元，

年均增长 17.2%；实现财政收入

285 亿元，增长 32%。居民生活

水平显著提高，2011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1500 元，年均

增长 13.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8280元，增长16.1%。

芜湖：绽放“核心”
“在广东顺德，我们花了十一二年的时间建设了16条生产线，而

在芜湖，我们用了1年多时间就让8条生产线运转起来”，近日，位于

芜湖经开区的美的压缩机事业部管理部经理李精宁这样告诉记者。

作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双核”之一，皖江两年

来，芜湖大力推进支柱产业高端化发展，不但给自身带来了“核”聚

变，也给整个皖江增添了活力，彰显出名副其实的核动力。

星级记者 宛月琴

与美的压缩机所在地一样，

在芜湖经开区的另一端，德豪润

达同样也是从广东产业转移而

来。作为LED产业领域的后起之

秀，总部位于珠海的德豪润达也

已逐渐将自己未来发展的重心

向芜湖转移。在德豪润达芜湖

基地内，公司行政总监方远介

绍，现在他们对芜湖的投资在不

断扩大，截至目前，总投资已经

达到39.2亿元。未来德豪润达7

成左右的销售额和收入来源都

会出自芜湖，企业也将发展的重

点逐渐从珠海向芜湖倾斜。

芜湖市发改委总经济师汪

自强告诉记者，两年来，芜湖充

分利用自身优势，转变思路，有

选择性、有针对性地承接产业转

移，侧重围绕国家大力发展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来做文章。瞄准

高端产业发展方向，培育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产业“打头阵”

四大支柱产业“领衔”

“核”聚变效应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