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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揽入巢湖，一年上演神话：

城大了，湖美了，人乐了
2011 年 8月 22 日，安

徽宣布撤销地级巢湖市，并
对所辖的一区四县行政区划
进行相应调整。

2012年 8月22日，湖
上的鹭鸟仍在飞翔，欢娱的
心情共青山绿水一色。

一周年，没有惊天动地
的盛大庆典，没有浓墨重彩
的竭力渲染，这里的城、湖、
人只是悄悄弹奏一支沧桑巨
变的壮歌，静静打造一面乘
风破浪的云帆，美美描绘一
幅继往开来的画卷……

继续美丽，这是一种新
的前进方向，是一个新的攀
登高度，更是一段新的发展
历史。

“‘有山有水’，以前合肥最出名的

是环城河，但以后如果有人问我，我会

说合肥现在怀抱着全国第五大淡水湖

巢湖，又多了一丝灵气。”黎先生虽然

才到合肥5年，但他已经明显感觉到

现在的合肥有了大变化。

到今天，行政区划调整满一年，合

肥市辖瑶海、庐阳、蜀山、包河四区，长

丰、肥东、肥西、庐江四县及县级巢湖

一市，从面积到人口再到影响力，合肥

正悄悄发生着变化。

面积超武汉，人口接近南京

随着合肥行政区划的调整，如今

“拥着”巢湖的合肥在体量上明显扩

大了。 从面积看，行政区划调整后，

合肥市从7029平方公里扩大到1.14

万平方公里，在全国省会城市的排

名从第24位上升至第15位，一举超

过同处长江中下游的南京和武汉。

当然，行政区划调整不仅仅是国

土面积上的变化，生活和居住在合肥

的人也比以前明显增多。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肥市常住人口从

570.3万人增加到745.7万人，与南京、

武汉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合肥更是全省“带头大哥”

合肥是省会城市，对我省经济有

很强的龙头带动作用，区划调整后，这

种带动作用将更加凸显。

在行政区划调整后，合肥大约有

200公里与马鞍山和芜湖两个沿江城

市接壤。

据相关负责人透露，将充分发挥合

肥生产要素和高端产业的辐射力和带

动力，以合芜铁路、105省道为发展轴，

加快发展裕溪河产业集聚区，构建新合

肥迎江发展的产业高地，呼应马鞍山和

芜湖的跨江发展，合力打造皖江城市带

核心城市群。从长江经济带来看，合

肥将成为与南京和武汉相呼应、在全

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

【城变——数据】 面积超过武汉，常住人口接近南京

巢湖离我们有多远？这只是一个

距离上的问题。然而，随着“大合肥”

的区划调整之后，巢湖已经与我们“同

呼吸共命运”。在那里无处不在显现

着合肥“大建设”的身影，散发着合肥

“大建设”的朝气……这是城市发展理

念的延伸。

从“大建设”说起的合肥

“我说不好什么GDP，也讲不好

大话。反正只要外地人问我们合肥

怎么样，我就会自豪地告诉他，‘大建

设’以来变化非常大。比如说，以前

合肥没几条沥青路，而现在基本上看

不到混凝土路了。”车牌尾号79的出

租车司机邵师傅告诉记者，他最喜欢

外地商人包车在合肥考察，不但钱挣

得多，而且介绍家乡变化的时候特别

自豪。

如今，合肥的地铁建设又成为了

邵师傅一大“炫耀”的资本。当然，还

有世界第一大内陆湖的巢湖。

巢湖有了重点工程局

“合肥的大变化是从道路桥梁等

城市基础设计建设开始的，下穿桥、高

架桥……这些都是与老百姓相关的民

生工程，看得见也摸得着。”专门从事

绿化工程的江苏花王绿化园林公司吴

总告诉记者，当他听说巢湖市也成立

了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的时候，就立

即发现了这一商机。

据了解，就在合肥行政区划调整

之后的今年5月16日，巢湖市重点工

程建设管理局正式成立。而从此也意

味着，巢湖市城市建设将完全按照合

肥“大建设”的高标准运作。

随即，巢湖市世纪大道延伸工程

建设、裕溪路改造工程建设等等一批

项目相继上马。

【湖变——建设】 在那里总是能看到合肥的“身影”

合肥的大变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

人们的衣食住行上。曾经困扰合肥市

民的“蔬菜伏缺”现象渐渐从人们的视

线中淡去，合肥人买房开始考虑巢湖，

巢湖人买房想来合肥。

庐江已成合肥的“大菜园”

早晨四五点钟，周谷堆蔬菜市场

就热闹非凡了。西红柿、杏鲍菇、金针

菇等“伏缺菜”在市场上颇受商贩们的

“青睐”。伏缺期不缺菜，是何缘故？

记者向一位批发蔬菜的王大伯求得了

答案。原来它们都来自咱们合肥的

“菜园子”——庐江。

在周谷堆蔬菜批发市场，庐江蔬

菜专销区特别引人注目。据了解，这

些蔬菜主要由庐江蔬菜合作社统一

调运庐江县三大蔬菜基地2000亩蔬

菜直销周谷堆。每天，该市庐江县庐

园蔬菜专业合作社都有蔬菜从基地

运出来，运菜车由舒城上高速，在包

河大道下高速上南北高架，最短仅需

45分钟。

据悉，今年合肥市在经济圈内签

订共建蔬菜基地的有6个县，而庐江

县签订的面积和获得合作共建基地补

助资金均占了1/3。

合肥人去巢湖买“别墅”

在合肥政务区的办公大楼里，有

着这样一群人。从巢湖来合肥上班的

人们，每天在合肥的各大报纸上寻找

房源信息，想在合肥再买套房子，方便

孩子们来合肥上学。而合肥人却在多

方打听，巢湖哪几个楼盘生态环境好、

靠近温泉，如果购买一套别墅，日后可

以尽情享受温泉和阳光。

张兵是去年区划调整后，从巢湖

来合肥工作的。

张兵的妻子告诉记者：“在合肥买

的房子有130平方米，比巢湖的房子

多了40平方米，不仅客厅较大，而且

儿子有了自己的房间和书房。如果过

年过节要回巢湖，还可以继续住巢湖

的房子，感觉挺好的。”

“可以到省城上高中了”

今年6月28日，对于庐江县小伙

彭健飞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他接到了初中班主任打

来的电话。班主任告诉他，他被合肥

市168中学录取了。

据悉，庐江县今年是第一次参与

合肥市中考，13970名考生一样拥有

了可以到省城上高中的机会。

对于孩子能考上合肥168中学，

彭健飞的母亲表现得相当激动。初

三下学期，学校要求上晚自习，母亲

就在学校旁租了一间房子陪读，她把

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彭健飞

的母亲也跟记者坦言：“合肥毕竟是

省城，教育资源肯定比县城要好。孩

子只要能考上，这样的机会自然是不

会错过了。”

【人变——食住】 合肥人开始考虑去巢湖买“别墅”

区划调整后的巢湖更加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