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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高刘会是啥样？康申文说出了

高刘镇的“梦想”。

属于高刘的总体规划文本中，已经把

高刘定位为建设成为服务区域、展示城市

形象的合肥市空港物流新市镇；生态环境

优良、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的低碳生态新市

镇；体现江淮风貌、秉承城市淝河文脉的现

代文化新市镇。未来的高刘镇，就是“社会

和谐，交通便利，产业发达，田园风光”的合

肥现代化国际空港新城。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高刘镇着力打造

的产业，就是以航空指向性产业、现代综合

物流、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制造业，同时发

展商务办公、科技、教育、研发、创意、居住

旅游、商贸服务、现代生态农业等产业。

一方面要引进高技术产业进高刘，一

方面，高刘镇也没有丢掉农业的“老本”。

现代农业示范区是高刘人的又一个设

想。在康申文看来，现在的高刘仍是一个

农业地区，无论从务农的人口以及流转土

地的面积来看，都是如此。一组数据可以

印证老康的话。据统计，目前，高刘有4

万亩的流转土地，而每年更是有1.6万劳

动力输出外地。因此，利用机场的辐射，

提升本地的农业水平，推动农业企业成为

市场的主体，是能很好地推进现代农业示

范区的建立。

令老康欣慰的是，目前，省旅游集团与

高刘已初步达成意向，欲斥资6个多亿再次

“圈地”200亩，用于建造航空食品基地。

高技术产业、现代农业“齐头并进”
高刘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康申文

对话

新桥机场区域带动作用巨大
省住建厅巡视员、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安列

记者：为什么安徽要发展空港经济？

安列：空港经济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增

长和产业升级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当地就

业带来重要影响。根据中国民航大学临空

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空港区比整个城市的

GDP增长率平均要快8%左右。

顺应国内外空港经济发展趋势，主

动规划发展合肥空港经济，无论对于机

场本身地位的提升和发展，还是对于更

好地利用大型国际空港高端稀缺资源；

无论对于提升国际化、市场化程度，还是

对于助推安徽的对外开放与合作；无论

对于促进合肥经济圈的融合发展，还是

对于促进与周边的联动发展，都具有重

要意义。

记者：如何谋划空港经济的思路？

安列：谋划合肥空港经济的发展思

路，需要对近期和未来有一个基本的预

见。从微观区位交通看，新桥国际机场与

合肥市中心的直线距离为32公里，机场

高速公路建成后，从市区到机场只有 20

分钟的车程，这表明合肥空港经济区建设

快速启动。

新桥国际机场建成后，将会形成以

合肥为中心，以设施完善、功能配套、技

术装备先进的支线机场为支撑的现代

机场群。

从区域带动作用看，新桥国际机场作

为城市基础设施和航空运输平台，不仅能

够为优化合肥的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城市

的核心竞争力创造条件，而且有利于更大

区域投资环境的优化，对周边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带动作用。

谁会是新桥机场“第一桶金”的获得

者？9月13日上午，在骆岗机场机场宾馆6

楼的一间办公室内，省民航蓝天实业总公

司书记黄运发，揭晓了“答案”。

目前，新桥机场已经完成了机场商铺

的招标工作，进入机场广告招商阶段。新

桥机场40多个商铺（面积8000多平方米），

引来了无数企业的“青睐”。光机场书店招

标这一项，就有包括合肥新华书店在内的7

家公司参加。来参加的企业，大多相中的

是新桥机场餐饮店。

包括肯德基和安徽的老乡鸡在内，一

批国际品牌、国内品牌和省内品牌的餐饮

企业，落户新桥机场。“他们已完成了初步

装修，将与机场同步投入运营”，黄运发

说。至于新桥机场的商业免税店这块，全

部交由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公司打包。安

徽的六安瓜片、徽香源等食品，也将出现在

新桥机场商业中。

“我们是考察了近一年，才决定目前

机场商业的实施方案”，黄运发说。如目

前在国内居第14位的武汉天河机场，机

场商业就包括了候机楼商业零售、候机

楼餐饮、贵宾厅服务、广告、机场快线以

及宾馆。新桥机场的商业，也基本参照

天河机场。

未来，将在新桥机场北边设置4星级

酒店。同时，规划设计了60辆机场快线，

每半小时发一班，向合肥的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进发。而新桥机场的“黄金效

应”，也将从这里出发，辐射合肥乃至整个

安徽区域。

空港经济

机场商业掘“第一桶金”

如何谋划合肥空港经济发展？在

2011年公布的《合肥空港经济发展调研报

告》可见一斑。

当时的合肥高层通过调研认为，新桥

国际机场建成后，将会形成以合肥为中心，

以设施完善、功能配套、技术装备先进的支

线机场为支撑的现代机场群。不仅能够为

优化合肥的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城市的核

心竞争力创造条件，而且有利于更大区域

投资环境的优化，对周边将具有极大的带

动作用。

未来，合肥或将建设一个区域性、复合

型空港枢纽。深度融入全国、全球航空体

系的合作与分工，打造安徽对外开放的门

户空港。发展安徽临空产业发展集聚区，

并以新桥国际机场和空港经济区为载体，

打造流量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共享平台。未

来，机场将加快构建机场产业链，围绕航空

运输配套服务，重点发展为旅客、航空工作

人员服务的保税零售、餐饮、酒店、汽车租

赁等。

此外，以空港为依托，发展临空现代服

务业。重点引进国内外航空公司总部，吸

引高新技术、航空物流、高端服务等行业的

龙头企业，加快发展临空总部经济等。合

肥空港经济区的空间布局，也会借鉴国内

外实践，大多集中在空港周围6~20公里范

围内，或在空港交通走廊沿线15分钟车程

范围内。

早先构想

建设复合型空港

机场带来的不只是老面粉厂的新希望

和越来越多的包工头，也吸引了更多在外地

的高刘人回乡谋事。康保林和康家满便是

两位杰出代表。

和刘大文“东山再起”的时间点一样，

2009年，50岁的康保林放弃了在江苏江阴

市一家外贸公司的司机活，回到了高刘。

“离家太久了，父母亲年事已高，孙子也

即将出世”，康保林说，再加上机场带来的希

望，自己暂时告别了19年的驾车生活，取而

代之在振兴街开了一家“保林超市”。每年

四五万元的超市利润，不及在江阴开车时的

一半，但未来机场带来的巨大人流量，是现

在的数字所不能说明的。

36岁的康家满回高刘老家的时间，要

比康保林早两年。2007年底，康家满辞去

了在合肥百脑汇做电脑销售的差事，在对高

刘老家的门面房做了些装饰后，开了一家灯

具店，当然也附带着电脑维修的老本行。

说实话，康家满当时回家开店也有很多

不确定因素。起初，他并没有完全丢掉百脑

汇的活，然而拆迁居民安置房的灯具需求，

让康家满浮在胸口的心踏实了。

他回忆，当初回去做高端灯具生意，他

还是镇上第一家。他给记者计算，平均每个

安置户在灯具方面就需要1500元，光安置

户这部分市场就已经很可观。

但随着2008年开始 ，镇上相关灯具店

大量出现，这在给康家满带来压力的同时，

也为他提供了竞争动力。康家满说，目前，

他正在接触临空产业园亮化灯的项目，而灯

具等物品的进货，自今年年初快递公司的加

入，也不再那么棘手了。

盼望着，新桥机场通航的脚步近了，那是一座

有着酷似“热带鱼”可爱造型的机场，对于坐落地

高刘镇，对于合肥乃至安徽，也是承载了无数“空

港经济”梦想的机场。

今天的机场，已演进成为全球生产和商业活

动的重要节点。她拉近了安徽与世界的距离，也

造就一种新的经济业态——“空港经济”。一个机

场的功能，辐射到了与航空相关的旅游业、服务

业、金融业、物流业、房地产业等领域，从而形成

一个新的“流金淌银”空港产业链。

今天，随着记者的脚步，就让我们一起探寻下

新桥机场将为我们的经济和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记者 任金如 丁林/文 黄洋洋/图

当地百姓借“机”营利，机场商业“掘金”进行时，城市空港经济蓄势待发

新桥，游向金银岛的“热带鱼”

高刘镇的“新”希望
这是肥西县的“西伯利亚”区域，这也

是新桥机场的核心区，镇政府所在地，离新

桥机场直线距离4公里。今天的这个小

镇，注定会因新桥机场而“闻名”。

9月20日，当记者们驱车将近1个小

时，从合肥市区赶到这里时，作为土生土

长的高刘人，高刘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康申文告诉记者，因为新桥机场，已经有

太多的企业来过这里考察，但也因为新

桥机场，属于高刘镇的规划，迟迟不能通

过……所有的高刘镇人，都在期盼着新

桥机场早日通航。

高刘镇上的河滨路1号的“合肥皖高

面粉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25年历史的

老面粉厂。取“皖高”二字为厂名，概为安

徽高刘之意。

64岁的总经理谢多炳，见到有客人拜

访，从办公室中走来，将记者迎到了隔壁的

会议室。

说起自己的面粉厂，老谢总有一股说

不完的劲。从2004年改制以来，厂里包括

老谢本人在内，员工数一直都在15人左

右，这些员工，都是本地的乡亲。

年产量2500多吨产品的“皖高”，一年

的营业额在500多万元，利润率在1%~3%

之间浮动。利润虽不高，但老谢骄傲的是，

它的产品经历上百次质检，14项指标没有

一次达不到要求。老谢的严谨，也让他“打

败”了其他竞争者，“皖高”也成为目前肥西

县唯一一家私人面粉企业。

面对日益临近的机场，老谢没有闲

着。方便快捷的休闲食品以及有着高刘特

色的名特产，是老谢打造航空食品计划时

考虑最多的。“面叶、粉炸等特色面食品有

了几百年历史，也将是新桥机场待客的一

张名片。”老谢意犹未尽地说着。

占据原材料和区位优势，老谢已经开

始行动了。目前，他已经开始和安徽农业

大学食品方面的专家联系，希望得到研制

休闲产品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远在上海

的亲戚，也受其委托，多次赴虹桥机场考察

休闲食品，时刻准备着“复制”。

机会的确是偏爱有准备、有头脑的人。

2009年，44岁的刘大文，下岗后重新

走上了创业之路。而从目前来看，3年承

包工程的打拼，他是成功的。

新桥机场破土动工后，一大批机场附近

的居民面临拆迁的选择，更有一部分小生意

人开动脑筋，准备做大自己原有的生意。

刘大文自此便开启了人生的又一个决

定：组建建筑公司。刘大文回忆，3年前，

由于机场的开建，高刘镇上很多小饭店、小

商店迫于机场建成后，来高刘的人多了，不

能满足旅客的需求，同时也为了抓住这块

黄金地段的商机，这些小个体户们，逐个开

始改造、扩大饭店和商店的规模，增加装潢

的投入。

他在想，利用机场的带动效应，在高刘

做工程承包是个好机会。此后，包括挖塘、

修路在内的所有工程，刘大文都积极参与

承包，“没工程的时候，会开车在街上拉点

人，跑段客运”。

忙时包工程，闲时载客，就这样，刘大

文保守透露，一年的毛收入在600万元~

700万元，利润率在15%左右。

但随着个人年龄的增长，刘大文也知

道，一直做工程也不是个事，如今，他已将

儿子“带上了路”。父亲负责承包工程，儿

子利用父亲这层关系，给这些完工的工程

做些装潢。而接下来，刘大文最想做的恐

怕就是在新机场道口边开一家大酒店了。

他说，之前自己也去骆岗机场附近亲戚开

的大排档实地考察过，“工程干不动了，就

去开酒店”。

新桥空港经济炼成“计”

“新桥机场按照满足2020年旅客吞吐

量11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5万吨需要

建设”，合肥市重点局相关负责人说。据国

际民航组委会测算，这或为周边区域创造

14.3亿的经济收益（每100万航空旅客可为

周边区域创造1.3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能够

带来1000个直接和3700个间接工作岗位）。

那么，“流金淌银”的空港产业链何时

形成？ 对合肥而言，规划发展空港经济，

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而随着新桥机场临近试飞，六安市寿

县、霍邱地区，也欲借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建

设的“东风”。

2012年5月，合肥市规划局已和六安

市规划局联袂开展《合肥新桥空港新城总

体规划》编制。空港新城指的是一个包括

空港产业、空港物流、空港保税、空港商业、

空港旅游、空港休闲等的承载综合功能的

区域。未来，空港新城的总体规划面积可

达到100平方公里，其协调区规划研究范

围约400平方公里。

新桥空港新城规划，内容包括空港新

城协调区规划研究、空港新城总体规划两

个层次。空港新城协调区规划研究范围为

省道石吴路以南，规划济祁高速公路以东，

合六叶高速公路以北，合淮阜高速公路以

西，涉及肥西县高刘镇、高店乡，长丰县吴

山镇、岗集镇，寿县炎刘镇、刘岗镇、三觉

镇、茶庵镇部分区域，面积约400平方公

里。空港新城总体规划范围为机场周边城

镇建设用地范围，建设规模约100平方公

里，其中起步区约10平方公里。

近期规划

与六安联动建新城

故事1 老厂新梦

故事2 大包工头

故事3 闻“机”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