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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全國兩會專輯

記者：繼2010年番禺區生產總值邁上千億元台階後，2011年番

禺區克服各種困難和挑戰，經濟保持13%以上的增長速度。步入

新的一年，面對複雜嚴峻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番禺將如何應對？

樓旭逵：今年，我區既要積極應對國內外複雜嚴峻經濟形勢帶
來的新挑戰，又要準確把握市委、市政府將我區沙灣水道以北地
區納入廣州都會區範圍和南沙新區大開發蓄勢待發的新機遇。我
們將堅持穩中求好、穩中求快的工作基調，扎實推進戰略性基礎
設施、戰略性主導產業、戰略性發展平台建設，堅定不移地走
新型城市化發展道路，實現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
產業轉型升級是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我們將按照「一軸一圈

兩基地」的產業發展佈局，加快推進廣州南站商務區、番禺新
城、廣州國際商品展貿城、市橋地區綜合商貿中心等區域的商旅
經濟發展軸。積極打造以廣州國際創新城為龍頭，以番禺節能科
技園、清華科技園廣州創新基地等科技園區為平台的「一城多園」
創新經濟發展圈。繼續推進廣州番禺轎車生產研發基地、廣州番
禺重大裝備製造基地建設，努力將其建成自主品牌汽車的設計研
發生產基地和世界級重大技術裝備製造基地。同時，大力實施質
量興業強區戰略，打響番禺品牌；㠥力發展低碳經濟，堅持培育
品牌與引進做強相結合，形成一批優勢總部企業；總結推廣地產
資本、工業資本、金融資本「三資融合」建設新模式，提升科技
創新能力；加大扶持企業力度，實行重大項目全程服務；積極擴
大內需消費，加大民生投入，提升中心商圈服務功能，加強城鄉
市場流通體系建設。

記者：番禺在綠色生態宜居建設方面成效突出，獲評「中國綠色名

區」，建成了廣州線路最長、串聯景點最全的綠道網絡，大大提升了番禺

人民生活的幸福感。今年在建設幸福番禺方面有什麼亮點？

樓旭逵：幸福番禺建設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全區上下共同努力，
形成共建共享良性機制。今年我們將㠥重做好三項工作：
一是「六個統籌」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有效統籌城鄉空間佈局、統籌

城鄉全域規劃、統籌城鄉環境建設、統籌「三舊」改造、統籌基礎設施建
設和統籌城鄉公共服務，大力促進城鄉在教育、衛生、文化、生態等方面
協調均衡發展。此外，加快外來人員番禺化的步伐，在制度設計、服務管
理等方面逐步完善、提升，使他們積極融入番禺，共建和諧番禺。
二是「五個更」建設生態番禺。以生態景觀帶建設為抓手，大力推進

「花城、綠城、水城」建設，打造綠色生態番禺。深入開展環境綜合整
治，促進環境空氣質量優良率穩步提升，實現「天更藍」；推進「惠民一
號」工程，加快備用水源建設，完善城市污水處理系統，實現「水更
清」；加快以「六縱六橫」為主體的骨幹路網建設，實現「路更暢」；實
施景觀地段建築物改造，實現「房更靚」；加快推進金山湖、大象崗等公
園建設和生態景觀林帶建設，實現「城更美」。
三是「十件實事」增進民生福祉。去年我區的十件民生實事全部完成，

今年，我區又提出全力辦好十件實事，進一步提升群眾的幸福指數。如，
在溫馨社區建設方面，各鎮街至少建成一個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在交通方
面，新增6條公交線路，新建60座候車亭，在城區新增1000個停車位；在
學前教育方面，力爭年內各鎮街建有1所公辦的達到省級優質幼兒園辦學
條件的示範性中心幼兒園。

記者：您在去年11月的政府工作報告第一次提出「更加注重信息惠民，

㠥力建設智慧番禺」的內容。今年在建設智慧番禺方面，有什麼舉措？

樓旭逵：智慧城市建設是低碳經濟、智慧城市、幸福生活三位一體城
市發展理念的重要核心內容。我區將首先夯實智慧番禺基礎。加快一站
（政務服務中心）、一網（市、區、鎮街、社區四級信息網絡）、一台（社
區管理服務信息平台）、一庫（社區管理服務共享數據庫）、一頁（市民
服務信息網頁）、一檔（民情檔案）、一卡（市民卡）為核心的「七個一」
智慧番禺基礎設施建設；健全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實現無線網絡全覆
蓋，構建社區綜合服務管理信息平台。其次是健全信息惠民服務。重點
實施「智慧健康」、「智慧教育」、「智慧文化」三大工程建設，以信息
技術手段為居民提供多方位的健康、教育和綜合信息文化服務。再有就
是培育智慧型產業群。利用國家數字家庭應用示範產業基地軟硬件資
源，加快信息文化、芯片設計、雲計算等智慧產業的發展。整合星海傳
媒、星海集成、星海網絡，努力提升智慧產業發展水平。

2012年的世界經濟格局仍然迷霧重重：歐美經濟復甦的不穩定不確定性上升，國際市場陷入低迷，保護主義傾

向更加突出。國內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仍很突出，經濟面臨較嚴重下行壓力。

2012年也是番禺新一屆政府的開局之年，是番禺率先轉型升級、建設幸福番禺的關鍵一年。面對複雜嚴峻的國

內外經濟形勢，番禺如何攻堅克難，保持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備受各方關注。番禺區委副書記、區長樓旭

逵，就此接受了香港文匯報的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彥英

番禺經濟社會發展力創新高
乘 破風 浪

——專訪番禺區委副書記、區長樓旭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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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合肥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速度較
快、結構優化、效益提升、民生改

善、和諧繁榮的良好態勢。特別是，合肥積極穩妥
地做好行政區劃調整工作，巢湖市、廬江縣納入合
肥大局，合肥的發展與建設亦邁入新階段。

加快建設現代產業基地
合肥市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不動搖，突出創新

與承接並舉、做大總量與調整結構並重，用好皖江
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
試驗區、安徽國家技術創新工程試點省和合肥國家
創新型試點市建設等政策疊加機遇，現代產業基地
建設邁出新的步伐。
合肥重點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提升傳

統產業，不斷做強重點產業。全年完成工業投資
1336億元，增長41.3%。一批重大工業項目，如京
東方6代線、賽維LDK、熔安重工、長安30萬輛微
型轎車一期，海爾工業園、聯想（合肥）產業基
地、中鹽合肥化工基地等，陸續開工或投產。全市
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增加值375億元，增長47%，
新型平板顯示、太陽能光伏等產業相繼進入收穫
期，集聚發展態勢更加明顯。家電產業產值達到
1138億元，增長50.4%，「四大件」產量超過6000
萬台。裝備製造業產值近千億元。汽車產業產值達
到642.5億元，增長11.1%，綜合產能繼續位居全國

前列。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通過完善促進政策，
推動了城市功能和新型業態開發。其中，國際金融
後台服務基地建設取得新突破，已有12戶金融企業
落戶。

強力推進城鄉大建設
合肥市堅持以大建設為抓手，持續推進在建工

程，進一步謀劃和開工建設一批新項目，城市功能
更加完善，城市形象有了新的更大提升。全年新
建、續建大建設工程579項、總投資833億元，完成
311項。全年新增城市園林綠地1.16萬畝，完成農
村植樹造林16.9萬畝。同時，城市基礎設施向郊縣
農村地區不斷延伸覆蓋，縣市區基礎設施建設齊頭
並進，城市副中心建設加快推進。
合肥市突出「對外通達、市內互聯、城區立

體」，大力發展航空、鐵路、公路、水路、管道等
多種運輸方式，構建「大交通」格局。新橋國際機
場、合蚌客運專線等一批對外交通主體工程基本建
成，新橋國際機場今年3月可具備正式開通的條
件，合蚌客運專線今年7月1日可正式開通，屆時到
北京只要3個多小時。新蚌埠路二期等一批縣市區
互聯互通工程建成通車，裕溪路高架等一批城區高
架路相繼建成使用。特別是暢通一環工程全面打
通，17.6公里的一環路，65個道口，實現了全立
交、全封閉。「川氣東輸」工程成功接入合肥。目

前，鐵路樞紐、客運專線、港口航道、公路橋樑等
一大批重大交通項目及支路網、水電氣熱配套工程
正在加快推進。合肥市還掀起水利建設新高潮，農
村交通、危房改造、村莊整治等扎實推進。新農村
建設湧現出一批新亮點，城鄉面貌更加整潔有序。

改革開放增強發展活力
合肥市堅持以改革促開放、增活力，在鞏固和擴

大已有改革成果的同時，推進體制機制再創新。堅
定不移地擴大開放，不斷提高開放型經濟發展水
平。
合肥市深化投融資、財政管理、編制管理等各項

改革，繼續完善支持新型工業化、自主創新、現代
服務業、現代農業政策體系。積極推進金融改革創
新，與國開行等大型金融機構開展全方位戰略合
作，6家企業實現上市首發，融資性擔保公司、小
額貸款公司健康快速發展。出台《關於支持小微企
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切實幫助解決小微企業
「成長煩惱」。合肥市編制了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園區
總體發展規劃，有序推進開發區擴容升級，積極參
與長三角區域分工合作。深入推進與央企、知名民
營企業合作發展，加強與跨國公司、世界500強企
業的聯繫，在境內外舉辦多場宣傳推介活動和經貿
交流活動。全年完成招商引資總量1700億元，增長
30%，其中實際利用外資18.1億美元，增長16%。

合肥：打造現代化新興中心城市
科學發展新跨越 主要指標進十強

安徽合肥市去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600億

元，增長16%，主要經濟指標增速繼續位居全

國省會城市前列。展望未來，合肥將立足新起

點、搶抓新機遇、勇擔新使命，在科學發展的

道路上實現新跨越。今年將力爭實現地區生產

總值增長14%，財政收入增長13%，全社會固

定資產投資增長20%，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

長1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6%。通過

幾年努力，合肥市主要經濟指標在全國省會城

市要進入前10位。在加快建設現代化濱湖大城

市的基礎上，合肥將全力打造現代化新興中心

城市，朝㠥區域性特大城市方向邁進，為建設

美好安徽作出更大的貢獻。

合肥市認真開展「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主題教育活動，積
極推進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不斷增進人民福
祉，讓人民群眾生活更加幸福。

33項民生工程投入50億
合肥致力解決好增收、就業、社保、住房等事關人民群眾切

身利益的民生問題。全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
純收入預計分別達到22000元和超過7700元，增長15.5%和16%
以上。積極推進國家級創業型城市建設，新增城鎮就業14萬
人，轉移農村勞動力9.7萬人。不斷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體
系，進一步實現擴面提標，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實現應保盡
保，建立城鄉統一的居民醫療保障制度。在努力穩定物價的同
時，實行提高特困群體生活補助與物價上漲聯動機制。認真落
實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措施，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加大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力度，開工建設各類保障性住房5.3萬套，
啟動棚戶區改造項目近百個。各級財政累計投入50億元，深入
實施33項民生工程。

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合肥不斷加快社會事業發展，㠥力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水

平。合肥繼續做好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工作，項目化管
理方式有效推行。堅持優先發展、優先保障，不斷加大投入、
深化改革，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加快職教基地建設，實施
中小學校園安全工程，全面啟動國家學前教育改革試點；扎實
推進基層醫藥衛生體制綜合改革，推行「一站式」服務及單病
種結算付費方式，藥品零差率銷售等得到有效落實；基層醫療
機構體系建設得到全面加強，鄉鎮衛生院實現一體化管理，主
城區社區衛生服務覆蓋率達到95%以上。

■合肥濱湖新區新貌

保障和改善民生
讓人民群眾生活更加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