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3日，世界第一台超高清视

频实时编码器在合肥问世，这仅仅是

合肥高新区众多“高大上”产品中的

一个。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合肥高

新区着力“做大总量、做高质量、做美

环境、做优服务”，各项工作大步向前

推进，“四个高新”取得丰硕成果，市

场星报记者日前对话了合肥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兵。

杨萃 记者 沈娟娟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兵：

打造生态、智慧的
西部科技新城

见到李兵的第一时间，他先是向记者

亮出了一份合肥高新区去年的“成绩单”。

“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从2008年的

第 17 位提升到 2013 年的第 13 位。

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财政收入均比 2008 年增长近 3

倍，年均增速均在20%以上。”李兵说，

部分指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2014年，合肥高新区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经济运行呈现“工业生产稳进

快好、投资建设扎实推进、财政收入再创

新高、年度目标全面达线”的良好态势。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高新”是合肥

高新区的发展特色，在李兵的心中，“高

新”的概念也一直印在脑海中。

“积极支持科技型企业壮大自身实

力，夯实园区发展基础。”说到合肥高新

区的特色产业，李兵如数家珍，比如智能

家电、装备制造、新能源、智能语音、集成

电路、公共安全、生物医药、服务外包、研

发设计、文化创意，“已经形成了新兴产

业集群。”

资料显示，在科技部组织的106家

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中，合肥

高新区位居第11位，其中，五项指标中

的创新创业环境和创新驱动发展和创

新活动绩效分别位居全国第6位、第7

位和第10位，率先挺进十强。

GDP比2008年增长近3倍

工业高速度、高效益，往往带来的

是“高污染”，而合肥高新区则将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进行了完美

的诠释。

2014年9月30日，合肥高新区被国

家环保部、科技部、商务部三部委联合授

予“国家生态工业园区”称号，成为中西

部首批、安徽省首个国家生态工业园区。

“建立环境准入机制，实行绿色招

商。”在李兵看来，应该从源头上避免高

污染、高能耗企业进入，因此，在重大项

目引进时，环保部门会提前介入，如果企

业环境指标不合格，将会被拒之门外。

据了解，合肥高新区在全省率先开

展环境污染保险试点，试行企业环境监

督员制度，推广环保行政合同制等，实现

环境管理科学化。2011年至今，累计有

31家企业年次参保，累计保额达4400

万元。

付出就会有回报，近两年，合肥高新

区内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在70%以上，

区内主要水体均已稳定达到四类地表水

环境功能标准要求，部分时段达到三类水

标准。

“合肥高新区环境在持续改善。”李兵

介绍，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单位工

业增加值废水产生量、单位工业增加值新

鲜水耗等5项指标也明显优于国家标准，

其中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为0.1吨

标煤/万元，仅为国家标准限值的五分之

一，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与长三角地区

等高。

跻身生态工业园区“国家队”

市场星报记者：发展是解决一切问

题的金钥匙。下一步，庐阳区将如何定

位？找准自己的位置？

黄卫东：庐阳区将“以上海为榜样、向

宁杭看齐、在全省领先”来重新定位，尽快

赶上东部先发城市中心城区，在全省发挥

示范作用。这不仅是省市对庐阳新的更

高要求，更是首善自信的当然体现。今年

初，我们提出了“四个庐阳”的发展战略，

即聚焦优势产业打造创新庐阳、立足精细

长效打造品质庐阳、突出文化底蕴打造生

态庐阳、倾情民生保障打造幸福庐阳。

我们将高水平优化区域布局，加速

“三大功能板块”建设。其中，以中央商

务区为核，以北一环、临泉路、北二环和

阜阳北路、蒙城北路、四里河路为轴，集

聚发展金融、商贸、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

业，构筑“一核六轴”的全省现代服务业

核心集聚区和总部经济基地；坚持产城

一体发展，把庐阳工业区建设成为全省

高科技都市服务产业园；加快实施合淮

路以西旅游规划，统筹大杨西北部和三

十岗资源，突出文化元素，推进“两环三

带十园”建设，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乡村

旅游业，打造都市生态休闲后花园，在全

省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引领示范。

庐阳区“十三五”的初步发展目标，

将是直奔“千亿俱乐部”。

【毫不保留谈发展】
不仅要“筑巢引凤、优巢留凤”
还要“惜巢选凤”

“在白热化的发展‘拉力赛’

中，庐阳区正处于‘前后夹击’、

‘左右紧逼’的突围阶段，要实现

跨越赶超，不仅要消化别人的

‘总量’，还要吞下别人的‘增

量’。”刚刚“走马上任”三个月

的庐阳区区长黄卫东，在接受市

场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5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庐阳区将提振信心，拉升标杆，

引领区域发展的国际化都市中

心城区。

郑小彦 星级记者 俞宝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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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阳区区长黄卫东：

不仅消化别人的“总量”
还要吞下别人的“增量”

在采访中，黄卫东毫不避讳地指出

庐阳与南京鼓楼、杭州下城差距……

“从区位定位、历史等方面来看，这

两个区与庐阳区有着很多相似处，都是

承接着传统文化的中心城区，具备一定

的可比性。从综合实力看，南京鼓楼区

面积不到庐阳区五分之二，2013年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791亿元，财政收入75.1

亿元，分别是庐阳区的1.6、3.1倍；杭州

下城区面积不到庐阳区三分之一，2013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分

别是庐阳区的1.3、5.1倍；在未来的赶超

中，他们走一小步，我们就要跨一大

步”。因此，更坚定了庐阳区需要在拉升

标杆中正视差距、奋起赶超。

“从合肥市发展态势看，四个城区都

在你追我赶、竞相发展，虽然庐阳区主要

经济指标人均优势明显，但总量已无优势

可言。庐阳必须有坐不住的紧迫感、等不

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使命感，唯有比别

人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实，提速、提速、再

提速，才能与宁杭中心城区同台竞技”。

【毫不避讳谈差距】
南京鼓楼区面积不到庐阳区五分之二
财政收入却是庐阳区的3.1倍

“推进特色商贸业发展。发挥‘中国

商业名区’优势，以‘网络经济’为引领，

大力引导传统服务业转型发展；依托商

业街区的资源优势，推进传统商业、互联

网和社区的融合，开创街区消费新体验，

以‘指尖上的步行街’为龙头，打造智慧

商街”。黄卫东告诉市场星报记者，庐阳

区将继续做强楼宇经济，围绕建设特色

楼宇集群，做到盘活存量与引进增量并

举，协助东怡金融广场等楼宇做好招商，

积极引导现代金融、信息服务、总部经济

等业态集聚发展，打造更多的亿元楼、总

部楼、特色楼，形成省内最大的银行业总

部集聚区、保险业总部集聚区。

【毫不掩饰谈转变】
只有在结构调整上快人一拍
在转型升级上才能领先一步

“只有在结构调整上快人一拍，在转型升级上领先一步，方能把

握未来、引领发展”。 ——黄卫东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坚持以建设

“大湖名城，创新高地”为目标，将经济

建设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加快生态工业园建设步伐，

促进区域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摸索出

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

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

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经济发

展和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取得了一

定成效。

在已经到来的2015年，合肥高新区

将如何继续腾飞？

“倾力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

中心创新成果的策源地、领军企业的集

聚区、产业升级的动力源。”李兵形容，将

以面向全球的国际化视野，定位产业发

展和科技新城建设。

市场星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合肥高

新区将加强对《“中科智城”产业发展研

究及概念性总体规划》以及《智慧高新顶

层规划设计》等规划编制成果的落实与

应用，优化轨道站点综合开发、综合交通

系统、绿地公园等专项规划。

“高起点建设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

西部科技新城，将城市品位和功能布局

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区域规划、基础设施

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李兵解释，将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做优“创新链”，做

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着力建设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资

介紧密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大力提升

产业核心竞争力。

以国际化视野打造“中科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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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筑巢引凤、优巢留凤’的基础上，要特别重视做好‘惜巢选

凤’工作”。 ——黄卫东

“有比较才知差距，新标杆方能激发斗志”。 ——黄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