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共有7家新冠肺炎
定点防治医院

本报讯 日前，
省卫健委公布了安
徽省秋冬季新冠肺

炎防控救治定点医院名单，共计96家。其中，省级
8家、市级19家、县级69家。我市共有7家医院。

7家医院分别为市县两级，其中市级为宣城市
人民医院，县级包括郎溪县人民医院、广德市人民
医院、泾县医院、宁国市人民医院、旌德县人民医
院、绩溪县人民医院。

省卫健委还公布了安徽省具备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能力的医疗机构名单，共233家医疗机构、27
家第三方检测机构。我市共有11家，除上述7家
新冠肺炎防控救治定点医院外，还有宣城市中心医
院、广德市中医院、宣城市仁杰医院、郎溪县中医院
具备检测能力。

根据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
部通告(第15号)要求，医疗机构住院患者及陪护人
员100%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如更换或增加陪
护人员，同样必须进行检测。发热门诊就诊患者
100%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血常规等健康检
测。为防止出现医疗机构内交叉感染，谢绝一切探
视人员进入医疗机构病区，鼓励通过电话、微信等
形式进行探视。从中高风险地区和疫区来（返）宣
人员必须在做好个人防护措施的前提下，第一时间
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告，一律按规定进行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并纳入社区健康管理监测。

此前，我市还开展了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演练，规范疫情处置程序，确保面对突发疫
情及时应对，保障全市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
安全。 （本报记者 张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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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撤地设市二十周年特稿

孔晓宏到郎溪调研
“一地六县”合作区
建设与发展工作

新时代 新宣城 新答卷
——献给宣城撤地设市二十周年

■本报记者 李菡

2001年1月10日，破蕾绽放的新宣城，隆重举行撤地设市庆典。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一个崭新的城市拔节生长，一个青春的城市意气风发。
在撤地设市二十周年到来之际，本报推出特别策划，刊发特稿《新时代 新宣城 新答卷》及特别报道《新宣城

二十年·100事》，全景式回顾二十年征程，标注新宣城前进的每一步。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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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1月7日上午，市长孔晓宏到郎溪县
调研“一地六县”合作区建设与发展工作，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于静波，市政府秘书长盛浩，市直有
关部门及郎溪县政府负责人等陪同。

沪皖大道改建工程项目起点于郎溪县城区，途
径涛城镇、白茅岭社区、终点于白云山，建设里程
16.2公里，为二级公路。在工程起点处，孔晓宏仔
细询问了解项目概况和建设进度等情况，查看了路
线图，要求加快工程进度，优质高效完成建设任务，
为郎溪县深度融入长三角提供重要支撑。在白茅
岭农场总部，孔晓宏听取了白茅岭场部项目规划设
计、周边交通路网建设等情况介绍，要求相关部门
主动加强沟通协作，完善工作机制，做好服务工作；
电水气路建设要统筹布局，做好规划衔接。在郎溪
经济开发区，孔晓宏考察了“一地六县”郎溪经济开
发区扩区总体发展规划情况，结合展板了解空间分
布、功能定位、产业布局，要求紧抓合作区建设机
遇，加强区域协同、产业协作；围绕主导产业，壮大
产业集群，做好配套服务，打造产城融合；保持战略
定力，留足发展空间。郎溪华茂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为上海客商投资企业，主要生产电梯曳引机及其他
电梯零部件。孔晓宏听取了企业生产运营情况介
绍，鼓励企业加大投入、抢占市场。在定埠港综合
码头，孔晓宏实地调研即将开工建设的定埠港二期
工程项目，听取临港产业园布局规划汇报，查看芜
申运河定埠港航运图。他指出，要充分发挥水运优
势，做好岸线资源布局，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孔晓
宏还现场听取了市“一地六县”推进办和郎溪县关
于省、市贯彻“六稳”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
筹备情况汇报。

孔晓宏在调研中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来宣调研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紧紧围绕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发展、公
共服务等方面谋深谋细谋实，聚集各方力量，加大
工作力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夯实重大项目支撑，
加快形成一批实质性成果。要强化协同配合，加强
衔接协作，抓好推进落实，加速推进合作区建设尽
快见效。 （本报记者 谭艺莹）

扎实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
2001年1月10日，宣城撤地设市庆典隆重举行；今

天，我们迎来撤地设市二十周年。
抚今追昔，这是意气风发的新时代——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历

届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跨越“十五”、“十一五”“十
二五”“十三五”，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推进高质
量发展，奋笔书写“两个更大”宣城高分答卷。

回望来路，这是砥砺奋进的新征程——
在历届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众志成城

抗击2003年“非典”，齐心协力战胜2008年冰雪灾害，
坚决打赢2020年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战胜严重洪涝灾
害考验，“三大攻坚战”捷报频传，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如期完成。

盘点收获，这是写满精彩的新长卷——
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点亮宣城；2015年高铁来了；

2017年全国文明城市首创首成，2020年复检连战连胜；
宣城“对标沪苏浙、争当排头兵”，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阔
步向前……

在昨天与今天的交汇点上，让我们回顾二十年激情
澎湃的岁月，重温二十年实干笃行的历程，铺展这一张
280万宣城人民共同写就的新时代新宣城新答卷。

新答卷 大数据蕴含高质量

新时代新宣城新答卷，数字映证实力，成就展示辉煌。
2020年，又一个五年计划收官之年，也是撤地设市

二十周年的大考之年。
综合实力考出好成绩，先看大数据。
——地区生产总值2000年为151.97亿元，在2016

年、2019年先后跨过1000亿元和1500亿元大关，增至
2020年预计1650亿元，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规划目
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万元。

——财政收入由2000年的10.42亿元，增至2019
年的254.7亿元。

——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民营经济增加值
突破1000亿元，新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连续4年居
全省第1位。

——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4年稳居
全省第4位。

数据背后蕴含深意，昭示经济发展高质量。
撤地设市以来，从宣城海螺水泥项目建成、国投宣

城电厂投产发电，到投资近百亿的绩溪抽水蓄能电站首
台机组投入运行、横跨东西的“电力天路”宣城±1100千
伏古泉换流站成功通电……历届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
工业强市不动摇，为全市发展提供了骨干支撑。

一切盯着项目看、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扭住项目
干，一个个大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尤其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战赢”
的2020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启动企业复工复产，抓“六
稳”促“六保”，育新机开新局，稳投资增动能，实施亿元
以上项目750个，完成投资700亿元。

这是前进的足音，更是发展的节拍。
2月29日，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我市参加全省

贯彻落实“六稳”重大项目2月份集中开工复工，集中开
工项目32个，总投资63.2亿元。

3月25日，参加全省第三批贯彻“六稳”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集中开工项目31个，总投资52.8亿元；

4月15日，参加全省第四批贯彻“六稳”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集中开工项目27个，总投资67.8亿元；

5月16日，全省深入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暨
第五批贯彻“六稳”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宣城
分会场活动，集中开工项目23个，总投资87.9亿元；

6月20日，参加全省第六批贯彻“六稳”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现场推进会分会场活动，集中开工项目22个，总
投资76.8亿元；

8月29日，全省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暨贯彻“六稳”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宣城分会场活动，集中开工
项目15个，总投资29.7亿元；

9月26日，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暨全省贯彻“六稳”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宣城分会场活动，集中开
工重大项目24个，总投资79.6亿元；

10月16日，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暨全省
第十批贯彻“六稳”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宣城

分会场活动，集中开工项目13个，总投资28.19亿元；
11月28日，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暨全

省第十一批贯彻“六稳”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宣
城分会场活动，集中开工项目11个，总投资57.9亿元；

12月12日，加快实施数字经济赋能暨全省第十三
批贯彻“六稳”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宣城分会
场活动，集中开工项目10个，总投资22.9亿元……

在大项目带动下，工业强市实现新突破，新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188户，总数达1476户，均创2017年以来新高。

在大项目带动下，创新动能加速成长。全市高新技
术企业总数达380家，居全省第6位。战略性新兴产业
企业519户，居全省第3位。城市创新能力居全省第6
位，电商指数居全省前列。

2020年，市委市政府1号文件，即《关于全面加快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一
年来，全市共招引69个科创团队，其中28个团队入选省
级扶持团队，居全省第3位。

7月28日，宛陵科创城开园，这是承载着厚望的新
兴热土。开园以来，已申报成功G60科创走廊协同创新
平台、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
（宣城），吸引科技企业、人才团队80余家（个）。

让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
在市本级经济建设主战场，市经开区“十三五”收官

之年，签下大单连连。宇航智能制造、龙元建设等超10
亿元大项目、好项目落户，长三角智能家居产业园开工
建设，在全省开发区综合考核30强中居15位；

在宣城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完成10.9平方公里产
业集聚，农产品供应链、“羽绒+”全产业链、数字经济创
新链三大主导产业年销售突破260亿元；

在宣城高新区，新开工项目63个，投产项目38个，
正加快打造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三大百亿
级”主导产业集群……

2020年，全市新签亿元以上项目450个，实际到位
省外资金951.8亿元。

让我们把视线拉得更长——
2019年“新春第一会”，全市工业强市暨招商引资工

作推进大会首次表彰了夏鼎湖等20名宣城“功勋企业
家”和安徽中鼎控股（集团）等50家“明星工业企业”。

2020年3月5日，全市工业强市暨招商引资推进大
会表彰综合实力“十强”工业企业、高成长性“十快”工业
企业、科技创新“十佳”企业、招商引资“十新”项目。

宁国、广德入选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跻身全
省制造业发展综合10强县（市）。5个县（市）获得“安徽
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授牌。中鼎集团、司尔特
肥业、广信农化入选2020年安徽省民营企业制造业综
合百强。

让我们把视角看得更深——
这20年，重点改革纵深推进，仅“十三五”期间，就完

成重要改革事项427项。国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
市试点全面完成，所有村均实施“三变”改革。在全省率
先全面实施林长制、河（湖）长制。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赢。2020
年，我市推进省级创新型城市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
打造新型政务服务“皖事通办”市级平台。“互联网+政务
服务”体系实现全覆盖，全程网办事项1.4万个，居全省第
1位。在全省首创设立“企业家日”，常态化开展“四送一
服”专项行动和“五员”帮扶工程，营造“四最”营商环境。

新答卷 大格局融入一体化

新时代新宣城新答卷，尽显开放格局，一体化深度
融入。

从建市之初“融入苏浙沪经济圈”起步，到二十年一
以贯之的“东向发展”；

从列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加入南京
都市圈，到位列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之一，成为长
三角中心区城市；

年轻的宣城市始终敞开开放的胸怀，坚定迈开东向
的大步，吹响“对标沪苏浙、争当排头兵”的嘹亮号角，加
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皖苏浙省际交汇区
域中心城市，加快推进“一地六县”绿色长三角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产业集中合作区规划建设。

弹指一挥间，这些关键节点，在宣城答卷上尤为瞩
目——

2018年11月，市委四届六次全会作出《“对标沪苏
浙、争当排头兵”推进宣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2019年1月，市委四届七次全会再次确立“对标沪
苏浙、争当排头兵”为工作总抓手。

2019年7月，市委四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实施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宣城行动计划》，在
全省率先印发出台，明确以绿色发展样板区为引领，着
力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先进制造基地、科技创新
成果转移转化基地和生态文化旅游基地。

2020年10月16日，市委四届十一次全会通过《关
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奋力交出“两个更大”宣城高分答卷的决定》。

10月19日，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率队来我市专题调研，在宣召开“一地六县”合作区规
划建设座谈会。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调研之
深，在宣城历史上前所未有。

12月25日，市委四届十二次全会提出，“一地六县”
合作区建设不仅是全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号
工程”，更是建设现代化美好宣城的重要突破口和发力
点。作为“一地六县”的重要组成和安徽主战场，一定要
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现实紧迫感，以实干实
绩回报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厚爱。

弹指一挥间，这些高光时刻，在宣城答卷上熠熠生
辉——

2013年8月，宣城加入南京都市圈，成为都市圈八
市之一；

2018年6月，宣城与上海松江、杭州、嘉兴、金华、湖
州、苏州、芜湖、合肥九市共同发布G60科创走廊《松江
宣言》；

2018年9月，全国首张异地办理营业执照在我市发出；
2018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G60科创

走廊扩大开放政策发布会上，我市与八城共同发布“扩
大开放30条”；

2019年6月，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成果发
布，区域一体化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出炉，宣城位列长三角一体化27个中心区城市；

2020年11月，杭州都市圈第十一次市长联席会议同
意宣城市成为杭州都市圈合作发展协调会观察员城市；

2020年11月，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以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
环政策发布会上，九市共同发布《关于支持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以头部企业为引领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合
作的实施意见》。

弹指一挥间，一个又一个美好愿景已化为生动现
实，在宣城答卷上留下精彩注脚——

2014年，宣城海关开关、商检开检；
2016年，全省首个公路无水港“宣城无水港”建成；
2019年，皖东南保税物流中心（B型）封关运营，进

出口额现已突破10亿元；
2020年，宣城（上海）科创中心、人才大厦项目落户

上海市松江区。我市成立上海市安徽商会分会，签约全
省首个长三角融合产业城项目……

这是对标沪苏浙的坚实步伐——全市9个省级以上
开发区均与沪苏浙园区签署战略协议，承接产业转移。
新建亿元以上项目长三角占比达80.3%，在建项目到位
长三角资金增长16.4%。全域推行长三角“一网通办”，
与上海市虹口区、无锡、常州、湖州、南京都市圈等签署
医疗、人社、文旅、人才等合作协议。

这是融入长三角的现实成果——宣州经开区成为
崛起的皖苏边界产业新城，郎溪经开区争当“一地六县”
排头兵，广德电子电路产业园向着千亿产业高地进发，
宁国经开区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基地，绩溪经开区
东接东向东融东联，旌德经开区加快建设健康制造产业
集聚基地，泾县要成为长三角一体化文旅度假区……

风正劲，帆高悬，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未来更可期。
2020年，我市与无锡市、常州市、湖州市以及上海光

明集团签署《共建长三角产业合作区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一地六县”合作区规划建设已启动综合协调服务区
和郎溪、广德片区建设，谋划设立安徽自贸区宣城联动创
新区，谋划实施合作项目93个、总投资2378.2亿元。

6月，上海市松江区与我市正式签订《关于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宣城（上海）科创中心项目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我市首家“科创飞地”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两
大产业，探索“研发孵化在松江、产业化在宣城”的产业
协同发展新模式。

12月，在上海，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安徽省农业
农村厅、宣城市人民政府和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签订沪皖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共建合作框
架协议；

在南京，南京都市圈九市（区）签署《共同打造高质
量发展区域增长极框架协议》，我市与南京、淮安市签署
《共建宁淮宣生态经济带框架协议》……（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