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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办，工作一年接着一
年干，过往五年的辛苦换来了多少看得见的
幸福？新时代背景下，新一届政府又会给市
民带来怎样的惊喜？政府工作报告，对合肥
市过去五年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数字展示，并
对今后五年发展进行了谋划和展望。

▋记者 刘海泉

这五年，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生产总值连跨三个千亿台阶，年均增长

10.1%，总量前进五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10
位。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5%，地方财政收入
升至第10位。进出口总额稳居第9位。

这五年，创新转型升级更快
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悟空探秘、墨子

传信、热核聚变、铁基超导等一批具有国际领
先水平的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主要创新指标
进入省会城市前七，全社会研发投入占生产
总值比重升至3.15%。

这五年，城市功能品质更好
大建设工程累计投入1900多亿元。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确立，“米”字型高铁网络
基本形成。“1331”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深入实
施，城镇化率超过73%。城市步入地铁时代，
主城区与各组团基本实现“一刻钟快速交通”。

这五年，生态环境保护更严
巢湖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取得

阶段性成果，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持续增加。

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城区绿

化覆盖率分别提高到27.4%、46%。

这五年，改革开放力度更大
65项改革纳入国家试点，八大开放平台建

设取得重大进展，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

经贸合作，43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在肥投资。

这五年，民生保障力全面提升
民生工程投入449亿元，惠及760余万群

众。城镇新增就业近105万人。新建改扩建

幼儿园306所、新建中小学150所。137位市

民入选“中国好人”，三河古镇成功创建 5A

级景区。

今后五年的主要奋斗目标
发展质量稳步提高，创新动能显著增强，

开放高地引领内陆，城乡融合更加协调，生态

质量明显改善，文化建设繁荣兴盛，民生福祉

全面提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市生产总

值超过1.1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

元，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和综合实力位居全国

省会城市前列。

随着合肥城市版图的不断扩大，经济增
速的快速提高，人口、机动车数量持续增长，
城市的交通拥堵还将日趋严峻。在合肥市政
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对“治堵”问
题纷纷支招。 ▋记者 祝亮

应允许单位班车、
校车走公交专用道

合肥市政协委员李全建议，合肥市可以
优化公交线网布局，在公交专用道上开通快
速公交线路，上下班高峰时段增加公交专用
道线路的发车频率，并确保车辆准点率和运
行速度。同时减少公交专用道上的公交线路
数量，避免在一条公交专用道上布置过多公
交线路，影响效率。

从缓解交通拥堵，鼓励绿色出行方面考
虑。建议允许7座以上客车，如企事业单位班
车、学校校车等大中型客车在公交专用道上
通行。

此外，目前除徽州大道、长江中路外，合
肥市其他公交专用道还普遍存在私家车违章
占道的情况。如果不对违章占道、违章停车
等情况进行遏制，将会严重影响合肥市大力
发展公共交通政策的严肃性，还会让公众形
成“公交专用道是形象工程”错误认知。

李全建议通过电子警察、自动监控抓拍
等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加强对违章占用公交
专用道、违章停车行为的处罚，力争做到违章
必罚。

高峰时段拥堵路段
路边泊车位应停用

为了缓解市区停车难，合肥市早在十几
年前开始划出大量路边泊车位，为缓解停车
难做出很多贡献。但是路边泊车位具有公
共性、开放性、区域性等特点，也出现很多问
题，如泊位划设不规范、停车收费不合理、强
行停放不缴费等问题，还有司机停车技术
差、反复倒车、甚至逆行人为造成交通拥
堵。道路本身是为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
行，路边泊车位大多数位于非机动车道，严
重影响非机动车通行，有些非机动车迫于无
奈经常上机动车道行驶，造成交通拥堵，甚
至出现交通事故。

合肥市政协委员孙家合建议，应充分考
虑非机动车行驶的权益和安全，上下班高峰
期暂时停止使用经常交通拥堵路段的路边泊
车位，有效缓解行车难。

此外，遇到道路维修，地铁建设，道路已
经非常拥挤，建议也暂停路边泊车位使用。

高峰时段拥堵路段路边泊车位应停用

政协委员为城市交通治堵支招

五年来，生产总值连跨三个千亿台阶
五年后，生产总值有望超过1.1万亿

精彩提案

校园小饭桌
安全隐患须重视

近年来，随着合肥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区规模不
断扩大，人们生活节奏逐步加快，无暇照顾孩子午餐和午
休的人群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以营利为目的，为中
小学生提供午餐、午休和辅助学习场所的“小饭桌”应运而
生。以蜀山区为例，经摸底该区目前存在各类“小饭桌”79
处，几乎所有“小饭桌”都设在居民住宅楼内，面积 100 平
方左右，经营人员以下岗无业人员、退休人员等为主。“小
饭桌”基本都提供就餐和休息服务，就餐人数从十几人至
几十人不等，但厨房面积普遍在10平方米左右。

合肥市政协委员范恒碧认为，“小饭桌”的存在为很多
家长提供了便利，解决了孩子午餐、午休及学习辅导问
题。但是绝大多数“小饭桌”供餐设施简陋，从食品原料采
购、餐具消毒、食品留样以及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都存在问
题，离餐饮行业规范要求差距较大。同时，绝大部分“小饭
桌”都位于居民楼内，往往一个房间容纳十几个学生，没有
配备专用消防设备，空气不流通，存在消防隐患，并容易引
起诸如手足口病、腮腺炎等疾病的传染。

范恒碧建议出台合肥市小饭桌监管办法，明确准入条
件和监管主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级政府是监管的第
一责任人，对辖区小饭桌监管负总责；建立由教育、食品药
品监管、卫计、物价、环保、公安、消防参与的联席会议制
度，明确各部门具体工作职责，做到各司其职又紧密配合。

例如，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由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提出准入标准，对符合标准的予以实名登记，并纳入日
常监管范畴；传染病防治等卫生问题，由卫计部门负责；油
烟污染、噪音扰邻等问题由环保部门负责；小饭桌收费问
题由物价部门负责…… ▋记者 祝亮

打造特色商业街
留住老字号

老字号，是经过历史洗礼、商业竞争、文化传承后留下
的经典品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载体，其最为
宝贵的价值，增强城市发展软实力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合肥市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共有4家，分别为
公和堂、寿春堂、合肥百货和张顺兴，被认定为安徽老字号
的企业有6家，分别为庐州烤鸭店、刘鸿盛饺面馆、吴王贡
鹅、白帝、中和祥、泥河朱三。此外，合肥市的知名餐饮老
字号还有大雅楼、会宾楼、长江饭店、淮上酒家、长淮饭店、
广寒宫、合肥饭店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合肥市各
类老字号企业的发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相对于一小部分
焕发活力的老字号，大多数老字号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甚至已经名存实亡，销声匿迹了。

庐阳区政协建议，认真开展老字号普查工作，全面了
解和掌握合肥市老字号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建立老字号信
息库，跟踪监测老字号发展情况。充分利用文字、录音、录
像、多媒体等方式，加强对老字号传统手工技艺、发展史料
和实物的收集、整理工作，加快抢救濒临失传或受到破坏
的老字号工艺手艺、重要文献、珍贵实物，建立健全老字号
档案。

可以通过打造老字号特色商业街的模式，引导老字号
品牌集聚，带动老字号抱团发展。通过引入“孵化器”机
制，支持“老字号集聚区”做大、做强。前期通过以租金减
免、优化服务等政策，鼓励和支持老字号品牌回迁或新落
户集聚区，并为历史遗存但尚未经营的老字号提供发展空
间，提升集聚区对于客流的吸引力；中期通过帮助老字号
引进资金，创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等方式，促进老字号快
速成长，实现规模化发展；后期支持老字号企业进行独立
市场化运营，从而形成老字号集聚区企业的良性发展循
环。在打造过程中，要加强街区的改造升级，强化人文景
观和商业功能，完善旅游服务功能，实现合理布局。同时
应不仅仅立足于引进本市本省的老字号企业，还要积极引
入全国各地老字号企业入驻，通过引导特色产品和服务聚
集，打造属于合肥市民的大栅栏、清河坊。 ▋记者 祝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