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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作为典型的以煤电为主

的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结构调整、

产业升级、生态环保、化解过剩产

能、解决下岗职工就业等一系列

发展困难，经济转型压力巨大，急

需在更高层次上培育发展大数据

等新兴产业和接续替代产业。3

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淮南

市委书记沈强建议，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

办批复淮南成为第三批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并支持淮南探索

采用PPP模式开发、建设、运营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沈强认为，在淮南创建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符合国家产业

布局和要求。

首先，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 号）

提出，要推动大数据与云计算、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融合发展，探索大数据与传统产

业协同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促

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

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年）》中指出，要优化

大数据产业区域布局。建设10—

15 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大数

据制度创新、公共数据开放共享、

大数据创新应用、大数据产业集

聚、数据要素流通、数据中心整

合、大数据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

开展系统性探索试验，为全国大

数据发展和应用积累经验。在大

数据产业特色优势明显的地区建

设一批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创建

大数据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发挥产业集聚和协同作用，以

点带面，引领全国大数据发展。

再者，《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

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将

淮南市定位为成熟性资源型城

市。为此，淮南市主动作为、超前

谋划，在 2012 年入围国家住建部

第一批智慧城市，2015年出台《淮

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培育主导

产业 促进高成长性产业加快发展

的实施意见》（淮府〔2015〕28号），

确定以大数据为主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为主导产业。《安徽省人民政

府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

信息产业新业态的实施意见》（皖

政〔2015〕84 号）将淮南定位为大

数据存储基地。2016年8月，安徽

省政府批准淮南市为第二批省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是全省唯一的大数据产业集聚发

展基地，支持淮南在发展大数据

产业方面先行先试。

沈强说，淮南培育新基地，就

是以创新的理念认识电、用好电，

培育大数据产业新基地，形成千

亿元的大数据关联产业。淮南是

“皖电东送”主战场，2016 年火电

装机容量 1420 万千瓦，平圩电厂

装机容量位居全国第3，去年全市

发电量570亿千瓦时，输出省外电

量约340亿千瓦时，已经建成两条

1000万千伏特高压电网。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原梅龙

过江通道）是列入《安徽省长江干

流桥梁（隧道）布局规划方案》和

国务院《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

通走廊规划（2014—2020 年）》的

重大项目。为了早日开工建设，3

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池州市委

书记赵馨群建议，加快推进池州

长江公铁大桥前期工作。

赵馨群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该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是贯彻落实国家依托长江

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的需要。本项目作为长江经济

带长江干线新建过江通道规划重

点项目，将有效增强长江干线过

江能力，同时与武汉—杭州（温

州）快速铁路通道以及合肥至池

州城际交通线路衔接，符合国家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战略以及长江经济带综

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对支撑内

河经济带建设、促进东中西协调

发展、提升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

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安徽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对外开放战略大通道的需

要。本项目作为合肥—池州—黄

山—金华及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的

高速客运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开辟安徽省重要战略通道

南北线，成为安徽通达东南沿海

的最便捷通道，有利于安徽省在

更高层次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和扩大对外开放。

三是加快皖江城市带城镇体

系建设、促进皖江开发开放、加快

承接产业转移进程的需要。本项

目的实施，有利于完善皖江城市

带“一轴双核两翼”的空间布局，

加快区域对外通道、区域内快速

通道建设，大力构建与长三角地

区一体化布局的快速客运铁路

网，加快融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

群。

四是促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

示范区内无障碍融合，打造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的需要。本项目衔

接线路串接安庆、铜陵、池州和黄

山等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中

心城市，加强安庆、铜陵、池州和

黄山的旅游协作和天柱山、九华

山、黄山“三山联动”，促进区域内

无障碍融合、同城化发展，带动皖

南旅游一体化发展。

五是扩大路网覆盖范围、完

善路网布局、提高区域通达性的

需要。本项目衔接线路方案西端

及北端与合安九客专连接，东南

端与武杭、皖赣、杭黄、合福高铁

等铁路连接，形成连接湖北、安

徽、浙江区域的通道，辐射长江中

下游地区、中南及东南地区。建

成后，路网上将新增一条中部地

区与东南、华南地区的快速便捷

运输通道。

赵馨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支

持该项目前期工作，将池州长江

公铁大桥作为武汉至杭州高铁安

庆—池州—黄山段（远期）的快速

过江桥梁，并将以池州长江公铁

大桥作为过江通道的合肥—池

州—黄山—金华高铁项目列入国

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滁州市虽然是农业改革的发

源地，但多年来坚持工业强市不动

摇，工业经济与农业、第三产形成

较为鲜明的产业结构。”3月8日，

全国人大代表、滁州市市长张祥安

认为，在新的经济常态下，滁州依

然还要抓住工业不放松，通过发展

工业引领全市经济发展。

张祥安说，首先要狠抓创新发

展。外学苏浙沪、内学合芜蚌，制

定出台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系列

政策，开展引博、院士助滁和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招引“三大行动”；

组织县市区、开发园区、骨干企业

全面加强与大学、大院、大所、大企

业的对接合作。

其次，狠抓实体经济发展。坚

持工业强市不动摇，扎实做好百亿

企业培育、“三个一百”工程、千亿

技改、千企升级、企业帮扶等工

作。加快旅游业发展，实施“电商

滁州”行动，着力提升服务业发展

水平。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促进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着力招大引强，力争引进市外

亿元以上项目 400 个、到位资金

900 亿元。认真落实“四督四保”

推进机制，力争申报中央投资项目

超200个，实现亿元以上项目续建

400个、新开工400个、竣工300个、

谋划储备600个以上。

再者，狠抓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加

大对停产半停产企业和“僵尸项

目”盘活力度，加大非住宅商品房

去化力度，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严

格落实惠企税费政策，加快补齐基

础设施、民生社会事业等领域短

板。全年力争实现直接融资 100

亿元，新增首发上市企业1家、新

三板挂牌企业 10 家，新增贷款超

230亿元。

张祥安认为，滁州是一个农业

大市，在发展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同

时，还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中心

城市主抓“四个一”工程，计划实施

项目240个，总投资336.2亿元，其

中今年完成投资182.5亿元，重点

推进“一山一城一河一湖”建设。

张祥安说，改革是动力，坚持

“抓小岗促全市”，继续抓好农村综

合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新型城镇

化、国资国企、“放管服”等各项改

革任务，严格落实“三察三单”制

度，推动更多的改革举措落地见

效，努力探索在全省乃至全国可复

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争

当全省改革攻坚的排头兵。提升

开放合作水平，对标苏浙沪，加快

一体化发展步伐。深化与南京、合

肥等地合作，积极对接南京江北新

区建设，加快推进苏滁现代产业

园、汊河水岸科技新城、高教科创

城、原创科技城“一园三城”建设，

高水平打造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

区。落实省促进皖北发展政策，加

快凤宁产业园建设，争取定远与肥

东、明光与肥西合作共建园区纳入

省政策支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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