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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市长张庆军：

巢湖治理的程度将
决定着合肥发展的终极规模

【市长语录】
就合肥而言，不论是建设生态合肥，还是建设美丽合肥，治理好、保护好、开发好

巢湖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命题。

在打造“大湖名城、创新高地”中，既要保持加快追赶的好势头，更要谱写引领发

展的新篇章。在更高的层次上赋予我们加快发展、转型发展的双重任务，不加快发展

没有出路，不转型发展更没有出路。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发展环境是最大保障，没有投资洼地就没有发展高地。

不能闭门造车，要以投资者、企业家的需求为取向，做到用得上、有效果。

“巢湖治理的程度，决
定着合肥发展的程度，决定
着城市建设的终极规模。”
对于这座“大湖名城”，合肥
市市长张庆军把巢湖和城
市打成了个“活结”，城湖共
生，同呼吸共命运。

记者 沈娟娟

没有“一湖清水”
何谈“大湖名城”

在国内国外有不少大型

湖泊治理的经验教训，比如

日本琵琶湖、北美五大湖和

我国太湖、滇池等，张庆军从

其中发现了一丝诀窍：这些

湖泊和城市发展紧紧联系在

一起。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

推进的历史阶段，合肥的建

设和发展必须走‘城湖共生’

的道路，这不仅是我们孜孜

以求的美好愿望，更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张庆军将一个重大的命

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如何

治理好、保护好、开发好巢

湖，建设生态和美丽合肥。

让张庆军很焦急的是，

目前巢湖治理的任务非常

艰巨。

“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有

效扭转，巢湖流域所有的涉

水项目都会限批，后果是极

其严重的。”张庆军给合肥市

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敲响了警

钟：没有巢湖的“一湖清水”，

合肥的建设和发展就会受阻

甚至停滞，打造“大湖名城”

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要山清水秀，也要经济发达

“一湖清水”，对于合肥来说就够了

吗？张庆军直摇头，要想巢湖和城市“合

二为一”，合肥要做的事还有不少。

“如果我们把巢湖治理好，一湖清水

再加上经济繁荣、活力四射的城市，这才

是真正的美丽中国的代表。”

用张庆军的话说，不仅山清水秀，而

且经济发达，合肥要朝着美丽中国典型范

例的目标发展，拥有“一湖清水、活力四

射、经济强劲”的特点。

从去年到今年，巢湖的“重头戏”莫过

于环巢湖生态示范区的规划建设，张庆军

要求这个规划建设一定要高起点。

根据进展情况，张庆军也列出了环巢

湖生态示范区建设的时间表：一期113个

项目正在实施，二期“四加一”项目也已启

动，确保一期项目今年主体工程基本完

成、明年全面竣工，二期项目今年6月底

全面开工，年底看到形象进度。

效能革命
只有逗号没有句号

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合肥的这个梦

想要实现，苦练内功必不可少。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深化效能革

命，以更高的标准优化发展环境。”张庆军

介绍，合肥要优化发展环境，一方面形成

创新的“高地”，另一方面则打造投资“洼

地”。

过去几年，合肥抓效能革命，交出了

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张庆军提醒：“效能革

命只有逗号、没有句号，稍一放松就可能

回潮，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必须重拳出击

加以整治。”

特别是当前宏观环境趋紧、区域竞争

激烈、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投资意愿下降，

合肥更要把效能革命与投资者需求结合

起来。

“要重视做好企业服务工作，特别要

增强企业服务的前瞻性、及时性和有效

性。”张庆军解释，就是要把为企业的服务

做得超前一点，说干就干，以企业家、投资

者的需求为取向。

对于合肥市政府的支出，张庆军也表

态，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各类检查评

比和会议，集中更多的精力谋大事、谋发

展，集中更多的时间抓具体、抓落实。

构筑创新高地
需要做好“三篇文章”

“虽然‘十一五’以来，合肥成为全国

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但与先发地区横

向比较，合肥仍然是一个欠发达城市，缩

小差距必须加快追赶。”

张庆军对合肥市的现状开始了自我

批评，不过，他也看到，合肥的发展不能

仅仅停留在追赶的层面上，“一味追赶，

我们将永远步人后尘、落后于人。”

抢占发展的制高点，这是合肥今后

发展的目标。张庆军支招，实现引领，根

本出路在于创新驱动。

合肥是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要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走在全国前

列，需要做好“三篇文章”。

张庆军举例，合肥要壮大新兴产业，

培育语音技术、量子通信、智能制造、集

成电路、新型平板显示、生物技术等八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创新平台，积极争

取新建国家大科学工程、合肥工业大学

智能制造研究院、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

工程院等高端创新平台载体，加快中科

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优化创新环境，

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型城市

建设的实施意见，建立创新型城市建设

评价统计体系，修订完善自主创新支持

政策，大力推进科技金融试点。

打造“大湖名城” 关键是县域发展要“不掉队”

区划调整后，合肥的面积长大了不

少，打造“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参与者

理应更多。

“就其范围来说是全市域的，既包括城

区也包括乡村，就其主体来讲是全民性的，

既包括市民也包括农民，是一个城乡一体

的概念。”张庆军毫不留情地指出合肥发展

的短腿，那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

说到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张庆军

显得有些焦急：“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大

湖名城、创新高地’是不全面、不和谐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县

域，潜力和后劲也在县域。”

如何让县域在市域发展的同时“不掉

队”？张庆军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完善城

乡统筹机制和政策，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发

展的长效机制，把城乡两个优势发挥好，

把城乡两个力量整合好；完善城乡统筹平

台，通过市县联动和金融创新，打通县

（市）融资渠道。

合肥产业投资结构要“转型”
“十一五”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

冲击，合肥逆势上扬、弯道超越，张庆军将

功劳归于加快发展与转型发展同步推进。

“不加快发展没有出路，不转型发展

没有出路。”张庆军举例，“十一五”期间，

合肥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已突破了1万

亿，今年要达到4600亿元。

张庆军表示，在全国大多数行业产能

过剩的大背景下，这么大的投资规模，要

求合肥认真考虑投资结构问题，尤其是产

业投资结构问题。

张庆军也为合肥产业结构的“转型”

指出了三条路：如合肥的投资可以向高端

产业、向现代服务业、向生态环保集聚。

特别是生态环保，张庆军希望，合肥

可以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积极争取国家

低碳城市试点，着力构建生态效益型产

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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