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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2021年1月8日-1月13日
活动地址：宣城市状元南路宣城宾馆对面

（格林豪泰快捷酒店2楼208室）
乘车路线: 2路 3路 4路 5路 8路
10路 11路 18路 宣城宾馆站下即可

18651223919秦经理
18355811318刘经理

咨询
电话

全品相要求：商标完好，封口完
好，无裂纹，配套齐全、不少酒、
酒线达标、肩部以上、酒花好、
高度酒花须达10秒以上，本地
区各县市均可上门收购，酒店
外非本公司人员切勿相信。

老 酒 收 购 走 进 宣 城
高 价 回 收 1953-2020 年 53 度 茅 台 酒

年份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价格（元/瓶）

2300元

2400元

2500元

2600元

2700元

2800元

2900元

3000元

3200元

3500元

3700元

4000元

4300元

4600元

4800元

5200元

年份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价格（元/瓶）

5600元

6000元

6300元

7000元

7800元

8200元

8500元

9千-1.5万元

15500元

16000元

16600元

17200元

17600元

18600元

19500元

20000元

年份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1980年

1979年

1978年

1977年

1976年

1975年

1974年

1973年

1972-1953年

价格（元/瓶）

21000元

24000元

25000元

26000元

27000元

28000元

29000元

30000元

33000元

34000元

35000元

38000元

50000元

52000元

55000元

6万-85万元

现面向宣城市（两市四县一区）高价回收老酒，各地区均可上门收
购，收购范围1953-2020年茅台酒、五粮液十七大名酒,及2000年之前
各地方高度名优老酒,虎骨酒、冬虫夏草、安宫牛黄丸等，本次活动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准确的角度鉴定，公平的态度评估,对于
达成收购意向的,我们将现场高价收购，支持现金、支付宝、银行卡转
账。（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宣 城 市（两 市 四 县 一 区）均 可 上 门 收 购

高 价 回 收 1953-2020 年 53 度 茅 台 酒

（整箱价更高）

（上接第一版）

新答卷 大手笔带来大提升

新时代新宣城新答卷，大手笔、大投入、大建设、大提升。
——20年，如椽大笔绘就“水陆空”立体交通体系。
这是呼啸而来的高铁时代！
2015年合福高铁宣城段开通运行，2018年杭黄高铁绩

溪段开通运行，2020年商合杭高铁宣城段开通运行，我市已
有6个县市区（除宁国市）开通高铁。

这是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的主战场！
2010年起，一大批重大高速公路项目陆续开竣工，截至

2019年底，我市高速通车里程从2000年的67公里增加到
430公里，通车里程居全省第3，基本形成“三横三纵一环”区
域高速公路网。宣广、芜宣、铜南宣高速环绕市区，成为全省
第二个建成环城高速的城市；宣狸、溧广、宁千高速与邻省形
成“逆向等高对接”。

这是道路建设的累累硕果！
我市一级公路通车里程位居全省第5，公路路况水平连

续5年居全省第1。2005年-2010年五年“村村通”工程完
成超过4470公里，全市所有建制村100%通上水泥（油）路，
泾县被命名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这是通江达海的航运新篇！
通过芜申运河宣城段、水阳江航道和汪联河航道整治，

新增四级以上高等级航道60公里，结束我市没有高等级航
道的历史。宣州综合码头、郎溪定埠港通航，宣城逐步从一
个船舶大市发展成为水运强市。

这是期盼已久的起飞！
2020年12月，芜宣机场完成所有校验飞行科目，将迎

来首次试飞，预计首条航线于2021年一季度正式开通。作
为中国民航“十三五”期间重点规划建设项目，这个新机场将
倾力打造面向长三角乃至全球的航空货运物流中心。

——20年，丹青妙笔书写城市建设华彩篇章。
这是挥毫泼墨的大投入！
建设皖苏浙省际交汇区域中心城市，一直是历届市委市

政府的奋斗目标。城市建设投资从2002年的0.21亿元，增
加到2020年的150亿元，“一江一湖一山一园一区”重点项
目持续有力推进。

这是大刀阔斧的拉框架！
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000年的17.3平方公里，增加至

城市700多平方公里的规划区和如今一环、二环、三环的
建成区。

2017年8月，省政府正式批复《宣城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0年）》，规划至2030年中心城区人口规模100
万、建设用地规模100平方公里，“双百”城市蓝图正一步步
从纸上走向现实。

这是精心绘制的条条大道！
“三环十二射”编织城市骨干路网，2018年，宛陵路通

车，城市“一环”闭合；2019年水阳江大道闭合道北段通车，
城市“二环”闭合；2020年青弋江大道六标、七标等南环线路
通车，城市三环道路框架基本形成。我市新建、改扩建主次
干道117条计151公里，人均道路面积在全省领先。

这是一笔一画添上的新设施！
2012年9月20日，合工大宣城校区建成开学，圆了宣城

多年期盼的“大学梦”；市图书馆、规划馆、体育中心成为城市

新地标；宣城职业技术学院、宣城中学新校区、北师大宣城学
校、市客运总站、新火车站、市人民医院急诊外科楼等一批项
目，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完善了城市功能配套。

这是绿意盎然的城市新景！
2020年12月20日，中央生态绿地建成开放。我市建成

区绿地面积从建市之初的396公顷，增至2020年的2626公
顷；公园绿地由43.2公顷增至567公顷。彩螺广场、府山广
场、梅溪公园、明镜湖公园、宛溪河改造、宛陵湖公园、韩愈文
化园、市植物园……一处处绿地，一处处景观……山水在城
中、城在山水中，凸现“人文盛地、生态福地、兴业宝地”内涵。

——20年，运笔如神彰显城市魅力。
2004年9月，宣城被授予“中国文房四宝之乡”称号。

2014年通过复评，并更名为全国唯一的“中国文房四宝之
城”。

还是在这个金秋时节，“首届中国·宣城文房四宝之乡文
化旅游节”隆重举办。2009年起，我省将文化旅游节列为省
政府主办的节庆活动之一，两年举办一次。

中国文房，诗意宣城。2020年10月24日，第五届全球
少年书画艺术大会总决赛在宣城举行，200名参赛选手相约
宛陵湖畔，以书法会友，以绘画寄情。

一路走来，列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获评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
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华诗
词之市、中国摄影之乡……一张张流光溢彩的城市名片，让
新宣城芳华绽放、魅力四射！

这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2017年，我市获得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实现首战

首胜，首创首成！2020年，又以全省第一位次蝉联全国文明
城市，连战连胜，夺得“两连冠”。

皖东南大地文明新风沁人心脾，红马甲、绿丝带……16
万名志愿者在战“疫”、抗洪、创建、扶贫各个战场，春风化雨，
传递爱心与温暖。

宣城好人，好人宣城，“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李夏，“全国道德模范”王直、官东，“中国好人”周会明、周东
红、毛胜利，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甘磊……一个个榜样的力
量，激荡人心，传播正能量。

新答卷 大民生收获大满贯

新时代新宣城新答卷，民生篇章写满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稳稳的获得感，在一项又一项民生工程的成果里。
2007 年至 2019 年，全市民生工程共投入各类资金

506.2亿元。
水润民心。20年来，我市一步步实现“上游建库、中游

建闸、中下游治理、全流域兼顾”的水阳江流域防洪治理目
标。2001年建成港口湾水库；2003年马山埠闸枢纽工程投
入运行，2004年双桥闸工程完工；2015年水阳江整治工程
基本完工。

在2020年雨情汛情接近历史极值的考验中，我市取得
万亩圩口无溃堤、中小型水库无垮坝、无重大人员伤亡的重
要成果。

稳稳的获得感，在一道又一道严密的社会保障线里。
社会保障实现从城镇职工的“单位保障”向统筹城乡的

“社会保障”根本性转变，建成了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覆
盖城乡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2009年，我市率先在全国开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试点工作。2011年提前实现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全覆盖，受到国务院通报表彰。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4.5
万人。

稳稳的获得感，在脱贫攻坚的累累战果里。
这是举全市之力的攻坚战，更是久久为功的持久战。
这一战，我市构建“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从顶层设

计到基层实践互为呼应、同向发力。累计安排财政扶贫专项
资金超10亿元，实施扶贫项目2474个，贫困村集体收入平
均水平由2014年的不足5万元，增加至2019年的25万元以
上，全面消除了集体经济薄弱空白村。

这一战，我市建立健全精准识别、精准脱贫六项体系，确
保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2020年，9.1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10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新时代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如期完成。

这一战，尽锐出战，倾尽全力。全市346个机关事业单
位结对帮扶村级扶贫工作，1.4万名帮扶干部全覆盖定期走
访贫困户。502家非公经济组织开展“百企帮百村”行动，累
计投入帮扶资金5275.3万元。

这一战，956名驻村干部扎根基层一线，用汗水与心血
铺就百姓致富路；109个扶贫工作队奋战在脱贫攻坚主战
场，用拼搏与奋斗书写可歌可泣的扶贫战记！

满满的幸福感，在每一个宣城人的心里。
老北门居民张根宝说，他的幸福感来自旧城改造。
2017年4月，北门改造项目迎来重整后的首批房源交

付，76岁的张根宝和家人从低矮潮湿阴暗的老屋，搬进了宽
敞明亮的100平方米高层住宅。老人说，老北门的新故事，
就是新宣城的新故事。

飞彩新村居民胡青青说，她的幸福感来自市区住宅小区
管理水平提升专项行动。

2020年市区对67个老旧小区进行综合改造，改造总建
筑面积达到173.25万平方米，投资21263万元，1.8万户居民
从中受益……她说，小区焕新颜，生活有品质。

宣州区澄江街道花园村村民们的幸福感，来自农村“三
变”改革。

这个“安徽股改第一村”，“三变”改革分红大会首次分红
总额达118.4万元。

浓浓的安全感，在平安宣城建设的脚步里……
我市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连续10年位居全省前

列，平安建设考评连续8年获全省先进。
浓浓的安全感，在法治宣城建设的体系里……
我市成功申报第1期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

市，探索总结出的“七大调解法”受到省委政法委的充分肯
定，被誉为安徽两大特色调解法之一。

浓浓的安全感，在生态宣城建设的成效里……
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三战告捷，我市

空气环境质量和优良天数比例稳居全省第2位。
浓浓的安全感，在绿色宣城建设的青山绿水里……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美好乡村建设，再到今天的

美丽乡村，我市农村人居环境“三大革命”“三大行动”扎实推
进，彰显“中国绿都”的品牌魅力，打造美丽中国“宣城样本”。

浓浓的安全感，在健康宣城建设的全面提升里……
全市医疗机构数由2000年末的459个增加到2019年

末的1239个，医改典型做法两次受到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
扬。

在2020年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市坚持把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一时间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持续加大“防、控、治”力度，取得累计确诊病例全
省最少、人口感染率全省最低的重要战略成果。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九万里风鹏正举。
2021年，是“十四五”新征程的开局之年，也是建设现代

化美好宣城的起步之年。
市委四届十二次全会提出“经济增速在全省奋力争先，

经济总量在全省、长三角争先进位”的目标，让我们以更坚
定的信心、更昂扬的斗志，争当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安
徽排头兵，加快建设皖苏浙省际交汇区域中心城市，奋力交
出“两个更大”宣城高分答卷，谱写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宣城
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