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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级市城镇化质量排名 十项一级指标揭露安徽省各地级市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短板

报告将原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中6项一级指标扩大
到10项，分别为人口城镇化质量、城镇经济发展质量、城
镇建设质量、城镇土地利用质量、城镇社会发展质量、城
镇人口生活质量、城镇生态环境质量、城镇发展动力、城
乡统筹和城镇公共管理，更全面地涵盖了城镇化发展的
各个要素。

在作为评价体系核心指标的人口城镇化质量下，全
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49.2%（铜陵78.7%最高，亳州35.7%

最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8.18%（铜陵 67.11%最高，安

庆 26.16%最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39.1%（合肥

46.7%最高，滁州28.7%最低）和人均教育年限9.06年（合

肥10.81年最高，亳州8.13年最低）。位列前三甲的分别
是铜陵、合肥和淮南，而排名后三位的城市为亳州、宿州
和安庆。报告指出，宿州、蚌埠、六安、安庆等地级市的
第一产业比重超过 15%，第一产业就业超过 40%，农业
仍占重要地位，应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
服务业以减轻对农业的依赖。根据地级市在各项指标
中的评分，《报告》还对安徽省各个市发展过程中的优劣
进行分析，并进行建言献策。

“城镇化发展应该形成辐射作用，统
筹发展”

课题组成员介绍道，目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存在
诸多问题，比如：区域发展不协调、土地利用不合理、
城镇发展动力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滞后于城镇经济发
展、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低下等，在《报告》中也对这
些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专家表示，城镇化良好的
发展趋势应当是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镇共同发
展，形成经济圈、经济带，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大力
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共同推进新型
城镇化发展。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报告出炉，合肥市位居榜首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提出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各地城镇化质量
究竟如何？基于新型城镇化概念，作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智库专家——安徽建筑大学的几位学者
对安徽省各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出具了《2015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
量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据悉，此项研究在2015年获得安徽省省领导的批示与支持。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呈梯度态
势，各市城镇化发展不平衡

通过对全省 16 个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各项指标
进行量化研究，最终得出各地城镇化的综合排名，其
中合肥市以 81.05 分位居前列，得分最低的六安市
只有54.44分。在新型城镇化质量的10项一级指标
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
各项事业的协同推进。

根据《报告》，安徽省16个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呈
现出三个梯队，其中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合肥、铜陵、
芜湖、马鞍山位于第一个梯队，这几个城市城镇化质
量综合得分都在70分以上，其中合肥作为安徽省的
政治经济中心，综合发展质量居全省首位。铜陵得
益于市域面积小，人口少，工业化程度高等优势，排
名综合评分仅次于合肥。作为我省新兴工业城市的
芜湖和马鞍山，凭借其区位优势，发展迅速。黄山、

蚌埠、淮北、滁州、淮南、池州和宣城等七个城市位于
第二梯队，而得分靠后的安庆、亳州、宿州、阜阳、六
安位于第三梯队，这 5 个城市城镇化质量处于全省
最低水平，由于人口众多、工业化水平低，导致这 5
个城市城镇发展动力不足。

此外，安徽省各地级市城镇化质量还呈现出区
域差异，根据报告数据对比，皖南城镇化发展质量明
显高于皖中和皖北，其主要原因在于，皖江城市带地
理区位优势较大，大量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经济发达，且皖南人口密度较小，人口压力小，另外
皖南生态环境显著优于其他地区。皖北地区资源较
为贫乏、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密度大、农业人口多
等多方面原因，工业化落后。在皖中，区域内城镇化
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合肥市作为省会城市和经济
发展中心，一枝独秀，远远超过经济圈内的其他城
市，尤其六安处于全省垫底位置。

近年来，上海铁路局党委深入推进运输一线党支部建
设三年基础工程，适应高铁、客运专线生产组织变化，协调
相关站段党委，跨单位成立了合肥工务段金寨综合维修工
区班组联合党支部。这个联合党支部优化联劳协作，发挥
了战斗堡垒作用，有力保障了运输安全生产。

合肥工务段金寨综合维修工区位于大别山腹地。该
工区担负着合武客运专线 53 公里线路、桥隧以及供电、
信号设备的检修养护任务，人员由来自工务、电务、供电
等 8 个不同站段的 16 名党员、106 名普通职工组成，实
行生产生活一体化管理模式。

这个联合党支部由工务工区工长担任党支部书记，
电务、供电、通信等多个工种的党员工长组成支委会，带
领团队过好组织生活，共同研究、协调解决联劳协作中
的重要问题，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联合党支部深化党员创岗建区活动，优化岗区设置，
设立9个“生产型”、3个工电联合作业“混合型”责任区，通
过组织党员自评、小组互评和党支部点评，发挥党员岗区
安全联控作用。他们还开展党员“红旗设备”联创共建活
动，促进设备质量的整体提升。

联合党支部还注重加强工区文化建设，统一规划建设
党员活动室、职工阅览室、健身房、灯光球场、文化长廊等
活动场所，实现资源共享。这个位于大别山深处、由8个不
同站段的党员组成的联合党支部制定了食堂、浴室、宿舍
和文体设施使用管理办法，加强日常检查评比，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体活动，使大家在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的
过程中，形成了“‘八大山人’一家亲”的浓厚氛围。这个
联合党支部注重培养选树先进典型，通过开展“每月之
星”评选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作用，促进了党支部联
创共建。近年来，合肥工务段金寨综合维修工区班组联合
党支部先后获得全国铁路党内优质品牌、全国铁路先进基
层党组织等荣誉。 ▋陆应果 本窦铖 记者 祝亮

□党组织篇

大别山腹地
“八大山人”一家亲
记合肥工务段
金寨综合维修工区班组联合党支部

星报讯（记者 祝亮） 省第九次党代会以来，是社
会事业全面进步、民生保障力大幅提升的五年。我省
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坚
持把更多财力投向民生领域。

5年间，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加强，公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日益提高，入列“中国好人榜”总数
连续8年居全国第一，市县乡三级公共文化设施基本
实现全覆盖，迈出了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步伐。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覆盖率
由不足 10%提高到 85%，学前、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均衡发展及信息化
位居全国前列。城镇新增就业 327.9 万人，新增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 474.7 万人。民生工程拓展提升，在
全国率先一揽子解决“老字号”、以船为家渔民等群体
生活问题，完成2151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工程，城乡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大病保险实现全覆
盖，460万人脱贫，群众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仅 2015 年一年，我省民生支出 4379 亿元，占财
政支出的 83.7%，33 项民生工程全面完成。推进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建立“1+20”政策体系，在 3000
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工程，减少贫困人口 75 万
人。落实支持就业创业政策，帮助 10.3 万就业困难
人员再就业，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95.9%。完成
829所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任务，职业教育市级
统筹和资源整合深入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步伐加
快。城镇基本医保省内异地就医实现双向结算，企
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均月增196元，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提高到70元。新增各类
保障性安居工程 40.3 万套，基本建成 35.8 万套，完成
农村危房改造17.9万户。

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制度。新建30个乡镇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和300个农民文化乐园，广播电视由
村村通向户户通延伸。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

2015年，合肥、铜陵、芜湖入选第四届全国文明城
市，入选数居全国首位。哲学社会科学、参事文史、档
案、地方志工作进一步加强，民族宗教、妇女儿童、老
龄、红十字等事业取得新成绩，援疆援藏、气象、地震、
防灾减灾工作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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