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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撤地设市

2000年6月25日《国务院关于同意安徽省撤销宣城地区设立
地级宣城市的批复》和7月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宣城地区
设立地级宣城市的通知》，同意撤销宣城地区，设立地级宣城市。

2000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宣城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
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

2001年1月5日至10日，政协宣城市一届一次会议、宣城市
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市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和委员；选举出市人民政府市长、副
市长，市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政协一届一次会
议选举出政协主席、副主席。10日，宣城市成立庆典隆重举行。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宣城

200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江泽民来到宣城。

上午11时35分左右，江泽民总书记一行来到泾县宣纸厂。
在捞纸车间、剪纸车间、产品陈列室，总书记了解了宣纸生产工艺、
生产历史，并在四尺见方的“纪念建国五十周年”特种宣纸上，挥毫
泼墨，题写了“传承优秀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十二个大字。

下午2时50分左右，江泽民总书记亲切接见了宣城市四大
班子成员、军分区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泾县、旌德两县的主要负责
同志，并合影留念。

下午3时许，江泽民总书记一行驱车前往云岭。首先参观了
新四军军部礼堂，随后走进了新四军革命历史纪念馆，听讲解，
看文物、史料。

下午4时10分，江泽民总书记一行来到丁家山村，察看了中共中
央东南局旧址。此后，视察了“种墨园”和“大夫第”，察看了新四军作
战会议室，军部食堂，叶挺、项英生活、办公处，项英生平照片展等。

下午5时许，江泽民总书记乘车离开云岭。

“131”公路工程建成

2001年7月8日，在本市具有历史和战略意义的“131”建设
工程举行竣工通车典礼。

“131”工程是《宣城地区1998-2001年公路建设计划》中提
出的，要求用2－3年时间集中力量建设好一条高速通道（芜杭高
速公路宣城段的宣州南环路段17公里），三条快速通道（318国
道宣州至青弋江大桥段22.1公里、322省道宣州至泾县段续建
26.9公里、104省道宣州至宁国段32公里），一条经济通道（宣港
宁路49.3公里），总建设里程147.3公里，以及高速公路段内的水
阳江特大桥和“公跨铁”等互通立交桥。

三峡移民落户宣城

2001年，国务院、省政府下达宣城市1946名三峡外迁移民
安置任务，在郎溪县、宣州区确定7个安置点。8月31日前，三峡
移民分三批抵达宣城各安置点，其中1115名重庆巫山县大昌镇
移民被安置在宣州区五星乡刘福村、洪林镇鸽子山村、古泉镇富
山村、古泉镇九连社区、鳌峰办事处绿锦村5个安置点，831名移
民被安置在郎溪县十字镇十字村、水鸣村2个安置点。

推进宣城经济融入苏浙沪经济圈

2001年，市委作出《关于推进宣城经济融入苏浙沪经济圈、
加快宣城经济发展的决定》，着力从思想观念、发展环境、体制机
制、经济结构和工作作风上与苏浙沪对接。

选派党员干部到村任职

2001年，全市选拔首批175名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村、后进
村任职。

2017年4月，向全市97个未出列的贫困村派驻了97支驻村
扶贫工作队，每支驻村扶贫工作队由扶贫工作队长（第一书记）、
副队长和扶贫专干3人组成。

2018年4月，全市部署开展第六批、第七批选派帮扶干部轮
换工作。至此，全市第七批选派帮扶干部共有303名，组成的
109个扶贫工作队覆盖了全市109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成立

2002年，经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宣城职业技术学院正
式成立，结束宣城市无普通高校的历史。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由原宣城师范学校、宣州教育学院和宣城
广播电视大学分校组建而成，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2006年10月，宣城市技工学校并入，2008年8月经市政府批准，
芜湖地区卫校与宣城职业技术学院合并。2017年5月经市政府
批准，“芜湖地区卫生学校”正式更名为“皖南医药卫生学校”。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现占地面积56公顷，有全日制学生9000
余人，电大成人教育学生8000余人。

港口湾水库建设全面完成

2002年10月17日，港口湾水库通过国家竣工验收。
港口湾水库位于宁国市境内西津河上，是治理长江中下游

一级支流水阳江流域洪涝灾害的骨干控制工程。水库坝址以上
控制流域面积1120平方公里，总库容9.41亿立方米。电站总装
机6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1.13亿千瓦时。

万众一心抗“非典”

2003年4月下旬，安徽发生第一例“非典”病例。4月22日，
市防治“非典”领导组成立。4月29日，市“非典”防治工作指挥
部成立，防治工作全面展开。

截至7月21日，疫情基本结束，全市接诊发热病人10904人
次，重点排查可疑发热病人943人次，对118人进行隔离观察，并
全部进行排除。

评选表彰宣城市首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2003年9月，市政府评选表彰了首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50人。

宣城被授予“中国文房四宝之乡”称号

2004年9月5日，宣城被授予“中国文房四宝之乡”称号。
2014年通过“中国文房四宝之乡”复评，并更名为全国唯一的“中

国文房四宝之城”。
2004年9月16-30日，“首届中国·宣城文房四宝之乡文化

旅游节”由市政府和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省旅游局联合举办，并
确定两年一届的周期。

2009年，第四届中国·宣城文房四宝之乡文化旅游节举办，
从这届起，安徽省将文化旅游节列为省政府主办的节庆活动之
一，仍为两年一届。

宣城入选全国红色旅游区

200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培育12
个重点红色旅游区、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100个红色经典
景区。宣城处在“鲁苏皖红色旅游区”内。

宣城实施“一主两翼”战略

2005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在全市大力实施“以新型工业为
主体、以效益农业和特色旅游业为两翼”的经济发展战略，作出
了《关于实施“一主两翼”经济发展战略的决定》。“一主两翼”经
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明确了与苏
浙沪产业对接的着力点，是对推进宣城经济融入苏浙沪经济圈
战略的深化，丰富和完善了宣城“十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思路。

王莹获跆拳道世界冠军

2005年4月14日，宣城籍运动员王莹在世界跆拳道锦标赛
中，获得51公斤级冠军。这是宣城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

“九路八桥”工程建设完成

2005年11月28日，全长61.83公里的广（德）宁（国）公路改
建完成。至此，“十五”期间全市交通基础设施重点工程——“九
路八桥”全部竣工，市到各县市区的快速通道全部完成，全市所
有县城到乡镇道路全部建成等级油路或水泥路，全市乡镇和行
政村全部通了公路。

宣城中学百年校庆

2006年10月3日，宣城中学举行百年校庆。宣城中学前身
为1906年创办的“宁国府中学堂”。此后，历经“安徽省立第四
师范”“安徽省立第四中学”“安徽省立宣城中学”和“皖南区宣城
中学”等校名的更迭。1952年正式命名为“安徽省宣城中学”，列
为省重点中学，随后被列为国家教育部直接联系的全国三十所
办得好的中学之一。1978年列为首批恢复并办好的省重点中学
之一，2001年被省教育厅命名为“安徽省示范高中”。

全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06年起，我市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百村十镇示范工
程”为抓手，建设省级示范乡镇12个、示范村174个。

2012年5月，我市在全省率先启动“美好乡村建设”，提出建
设“村村优美、家家宽裕、处处和谐、人人幸福”工作目标。从
2014年开始，大力推行农村垃圾处理市场化。2015年8月，所
辖7县市区一次性通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省级验收。2016年开
始，“美好乡村建设”统一更名为“美丽乡村建设”。

截至2019年，全市整治建设乡镇政府驻地建成区74个，实
现全覆盖；建设省级中心村334个、市级和县级中心村236个，覆
盖率93.9%；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和重点示范村94个、示范片区
10个，改造农村户厕10.7万户。

绩溪县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2007年3月25日，绩溪县政府收到国务院《关于同意安徽
省绩溪县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

至2018年底，全县有文物保护单位87处，其中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0处。绩溪有国家级非物
质遗产2个，省级非物质遗产22个，市级非物质遗产59个，被誉
为徽厨、徽墨、徽剧之乡。

宣城海螺水泥项目建成投产

2007年7月29日、9月9日，宣城海螺水泥项目一期工程
两条日产4500吨熟料水泥生产线分别点火投产，水泥粉磨系
统同期投入运行。

项目属安徽省“861”行动计划20个重大项目之一。自投产起，
公司为宣城市工业企业综合实力20强和宣城纳税明星企业之一。

宣城组织实施民生工程

2007年，围绕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生活难、看病
难、上学难”等突出问题，安徽省启动和实施了12项民生工程；在
实施省民生工程的基础上，宣城市进行扩面提标，增加实施
10项民生工程。

2010年至2019年，每年实施省定33项民生工程。2014年
起，在实施省定33项民生工程的同时，结合实际，每年实施市政
府10件民生实事。

2007年至2019年，全市民生工程共投入各类资金506.2亿
元，其中各级财政资金404.8亿元。

市区北门旧城改造

2007年11月，北门旧城改造正式启动。项目规划总用地
111.57公顷，规划建筑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北门旧城拆迁改
造范围之广、投资预算之大、牵涉人数之多，在宣城乃至全省建
设史上实属罕见。

截至2020年3月，北门旧城改造项目所有工程全部开工，竣
工面积约165万平方米，交付安置房6809套（间），交付商品房
7787套（间），在建面积45万平方米，计划2021年底全面交付。

众志成城抗雪灾

2008年 1月11日至2月5日，全市境内持续雨雪天气长
达23天，为历史同期极大值。此次连续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持
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造成灾害之大为宣城近50年来
所罕见。

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省政府的
紧急部署和要求，迅速反应，积极应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全

力保障各项工作正常运转，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稳定有序。

北京奥运圣火在绩溪传递

2008年5月30日上午9时15分，北京奥运会圣火在绩溪开
始传递。绩溪是北京奥运会在国内传递城市中仅有的两个县级
站之一。圣火传递路线全长8.56公里，80名火炬手参加传递，第
一名火炬手是台球世界冠军丁俊晖。

国投宣城电厂投产发电

2008年8月22日，国投宣城电厂一期工程竣工投产发电。
国投宣城电厂是“十一五”时期，安徽省宣城、黄山两地规划的唯
一大型火电厂。

一期工程1×600MW超临界燃煤机组同步安装烟气脱硫
装置，2006年8月31日，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
同年10月 18日正式开工建设，历时近一年投产。二期工程
1×660MW超临界燃煤机组，并同步配套建设烟气脱硫、脱硝
装置、配套建设电厂专用铁路扩能改造子项目，安徽省“十二
五”电源规划建设的重点项目。

市区鳌峰东路延伸工程通车

2009年元旦，鳌峰东路延伸工程通车，突破原先皖赣铁路的
限制，改变了城市东向出口的形象，改善了东向出口的交通状况。

从“十一五”起，城市道路建设进入快车道，确定了“三环
八射”的道路骨干路网建设思路，到“十三五”提升为“三环十
二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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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城列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2009年 7月，省政府同意设立“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
区”。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包括黄山、池州、宣城等六市及
安庆市潜山县，辖34个县市区。后调整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
范区”，包括宣城等7市、47个县（市、区）。

2019年，我市实现旅游总收入389.87亿元，接待入境游客
25.8万人次、国内游客4257.4万人次。

“8·17”英雄群体勇救落水少年

2009年8月17日，宁国市中溪镇东津河一男童被水冲入坝

下深潭中。在这场接力“生死大营救”中，涌现出曹军、卢帅、张

志骅、项文斌、张红兵、缪学兵、方家顺、阮国健等舍己救人的英

雄群体，其中曹军、卢帅为救落水少年而英勇牺牲。

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曹军、卢帅为革命烈士。当选2009年

10月份“中国好人”。2011年9月20日，曹军、卢帅获第三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王直当选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

2009年9月20日，王直当选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
王直，泾县文化馆退休干部。他于2001年创办“王直助教

中心”，给家乡留守儿童建起了一个温暖的家。先后为贫困学生
募捐400多万元，资助贫困学生达1300人次。

宣纸技艺被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9年9月30日，宣纸传统制作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2年8月，宣纸被批准为原产地域保护产品。2006年宣
纸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2008年8月8日，四名宣纸工人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上展示了宣纸制作技艺。2009年，泾县被评为“中国宣纸之乡”，
2019年成功通过复评。中国宣纸文化园（宣纸传习基地）荣获首
批“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称号。

宣城列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规划》，安徽沿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纳
入国家发展战略。示范区包括合肥、芜湖、宣城等9市全境及六
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共59个县市区。该《规划》确立了以长
江一线为“发展轴”、合肥和芜湖为“双核”、滁州和宣城为“两翼”
的“一轴双核两翼”产业布局。

宣城重点承接发展基础零部件、机械设备、农产品加工、旅
游等产业，建设重要的机械制造和畜禽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市区宛溪河综合整治

2010年1月18日，宛溪河整治一期工程开工，自水阳江大道宛
溪河桥至鳌峰大桥段，对长约1.7公里河道及两岸进行综合整治。

2006年，在宣城市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提出《关
于开发宛溪河的议案》议案。市政府高度重视《关于开发宛溪河
的议案》的办理工作，把宛溪河开发摆上重要议事日程。2009年
初，市政府决定将宛溪河综合整治列为市政重点项目，写入市政
府工作报告。2011年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

宣城成为全省高速公路建设主战场

2010年起，一大批重大高速公路项目陆续开竣工，成为全省
高速公路建设主战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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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里程居全省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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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被命名为“全国廉政教育基地”

2011年4月12日，作为首批全国50个廉政教育基地之一，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全国廉政教育基地”揭牌。新四军军部
旧址纪念馆是我省最早的革命纪念馆，现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
接受廉政教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场所，广大群众培养廉洁意
识、弘扬清风正气的重要阵地，青少年学习廉政知识、陶冶道德
情操的重要课堂。

宣城开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2011年4月28日，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开工仪式在夏渡新
村举行。

截至2019年12月，宣城市区通过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
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等方式已累计保障住房
困难家庭约3.07万余户。

宣城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从2011年8月1日起，宣城市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全覆盖，对符合领取基础养老金条件的60周岁以上城乡居
民做到按时足额发放。

至2019年12月，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62.65万
人，为16.04万离退休人员足额发放养老金；登记参加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148.53万人，为45.6万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按时、
足额发放养老保险待遇。

宣城获得“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地区”称号

2012年2月17日，宣城市获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
局、新闻出版总署四部委联合表彰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
进地区”称号。

2011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部署，紧紧抓住文化体制
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力推进、狠抓落实，各项工作有力
有序有效展开，在全省率先基本完成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宣城小煤矿全部关闭

2012年5月25日，宣城市最后一处矿井——泾县琴溪镇杨
梓山煤矿平稳关闭，我市境内小煤矿实现“清零”。全市共关闭
矿井68处，淘汰落后产能204万吨。

合工大宣城校区建成招生

2012年9月20日，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揭牌暨2012级
学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的创办，填补了宣城无本科院校的空
白，使我市一步跨入全省除合肥市以外唯一拥有“211工程”、“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城市。

2011年12月31日，一期工程全面展开，2012年9月16日一
期校园建成。在建设过程中，全市上下拼搏奉献、齐心协力、众志
成城，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宣城速度，彰显新时期的宣城精神。

宣城校区设机械工程系等12个系、36个专业，在校生10000
余人。与全市200余家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与80%以上高
新技术企业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共建产学研合作平台20余个。

宣城荣获全省“发展民营经济先进市”称号

2013年2月，宣城市荣获全省“发展民营经济先进市”称号。宁国
市、宣州区、郎溪县、泾县荣获全省“发展民营经济先进县(市、区)”称号。

截至2020年底，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

花园村成安徽股改第一村

2013年5月23日，宣州区澄江街道花园村召开股份经济合
作社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股东代表大会，向全体股民发放《股
民证》和《股权证书》。花园村在全省率先完成农村集体资产股
份合作制改革工作、率先实行集体资产自主经营、率先取得合作
社工商营业执照，被誉为“安徽股改第一村”。

宣城加入南京都市圈

2013年8月3日，南京都市圈第一届党政领导联席会议暨
南京都市圈城市发展联盟成立大会在南京隆重举行。

2018年12月21日，南京都市圈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发布《南京
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宣城市作为成员之一，联合签

署《南京都市圈打通城际“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宁宣（黄）铁
路共建合作框架协议》《宁宣城际铁路项目共建合作框架协议》
等10个协议。

2019年2月19日，市政府印发《南京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

2020年12月5日，南京都市圈党政联席会议上，九市（区）
签署《共同打造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框架协议》，宣城市与南
京、淮安市签署了《共建宁淮宣生态经济带框架协议》。都市圈
成员市（区）人社、规划资源、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市场监
管等部门及律师协会分别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宣城获评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2013年，宣城市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考核科技进步先进市；
全市7个县市区均通过国家科技进步考核，其中宣州、宁国、绩溪、
广德和泾县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考核科技进步先进县(市区)。

2020年，全市高新企业总数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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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阳江整治工程建设完工

2014年，水阳江整治工程基本完工，2015年10月通过验
收，完成总投资5.244亿元。

水阳江是长江的一级支流，水阳江防洪治理工程，是全市水
利建设的重中之重。

撤地设市以来，我市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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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建库——蓄洪。2001年举全市之力，在水阳江支流西
津河上建成港口湾水库；中游建闸——分洪。2001年9月30
日，马山埠闸枢纽工程动工，2003年9月30日建成投入运行，包
括马山埠节制闸、船闸和老河道封堵，是一座大（2）型水利枢
纽。2002年12月，双桥闸工程动工，2004年6月完工；下游“开
卡”——泄洪。2011年11月21日，水阳江下游近期防洪治理工
程动工，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水阳镇河段开卡拓宽整治、裘公河开
卡拓宽整治等。

全市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4年，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市委常委会带头以整风精神召开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带
头作出作风建设“十项公开承诺”。开展“五个突出问题”专项治
理以及“五排查五整治”专项行动，在市直机关开展“思想大解
放、服务开发区”大讨论活动。全市新建制度5300多个，修订完
善制度8600多个。清理办公用房的做法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同志的批示肯定。

宣城、宁国两地经济技术开发区
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

2014年10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升
级为国家级开发区。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于2013年3月2日，
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全市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实现全覆盖

2014年11月，宣州区、宁国市、广德县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
高标准通过国家认定；2016年底，绩溪县、旌德县、泾县、郎溪县
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国家督导评估。至此，全市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实现全覆盖，提前4年完成目标任务。

宣城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开关开检

2014年12月26日，宣城海关举行开关暨升旗仪式，正式开
关。宣城海关的设立，为宣城企业出口提供便利，提高通关效
率，有利于加快宣城对外开放。

2016年5月，宣城市商务局、宣城海关、安徽皖江物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建成全省首个公路无水港“宣城无水港”。绩溪
四方保税仓库、中鼎公用型保税仓库分别于2015年、2017年投入
使用。2019年，安徽皖东南保税物流中心（B型）正式封关运营。

合福高铁宣城段开通运营

2015年6月28日，合福高铁宣城段开通运营。合福高铁宣
城段正线长96公里，运营时速300公里。途经宣城站点：泾县、
旌德、绩溪北。沿线旅游资源丰富，被誉为“最美高铁”。

官东当选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2015年10月13日，官东当选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官东，
安徽宣城宁国人，2015年“东方之星”救援过程中，官东多次下潜
救出两名幸存者。

2016年2月14日，官东当选“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
7月当选全国拥政爱民模范。

宣城第一届运动会召开

2015年10月16日，宣城市第一届运动会召开。来自县市
区和市直单位的57个代表团、46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23个大
项213个小项的角逐。

全市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2015年，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在全市县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

市委中心组率先围绕3个专题、组织4次专题集中学习研
讨。全市410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上专题党课478场次，组织
3376名党员干部到现场教学基地接受正反教育。召开“马上就
办、办实办好”专题研讨956场次。

宣城创成国家森林城市

2015年11月24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正式授予
宣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至 2018年，全市有林地面积 70.84 万公顷，活立木蓄积
3275.85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59.46%。

宣城创成中华诗词之市

2015年11月，宣城市被中华诗词学会批准为“中华诗词之
市”。所辖宣州区、郎溪县、泾县被批准为“中华诗词之乡”。宣
城市成为全省第一个“中华诗词之市”。

宣城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

2015年11月26日，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正式公布。12月29日，市公安局制订出台《贯彻户
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暂行办法》，全面放开了城镇落户限制。至
2019年底，城镇人口迁入15979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200923人（其中市外迁入2951人）。

宣城创成国家园林城市

2016年1月15日，住建部命名宣城为“国家园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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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文化园、市植物园……山水在城
中、城在山水中，日益凸现“人文盛地、生态福地、兴业宝地”内涵。

宣城创成中国摄影之乡

2016年5月，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宣城市“中国摄影之乡”
荣誉称号，成为继黄山之后全省第二个获此命名的城市，也是全
国第七个“中国摄影之乡”。

宣城首部实体性地方法规诞生

2016年5月31日，《宣城市敬亭山风景名胜区条例》经宣城
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2016
年7月29日经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批准，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作为宣城市取得地方立法权后首部具有实体性内容的地方
性法规，《条例》的出台对加强敬亭山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有效保
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对城市的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工
作发挥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

其后，宣城市相继出台施行了《宣城市城市管理条例》《宣城
市青弋江灌区管理条例》《宣纸保护和发展条例》《宣城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宣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

军民同心抗洪灾

2016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宣城市连续遭遇多轮强降雨
袭击，水阳江流域中下游发生超过1999年特大洪水的洪涝灾
害，双桥联圩于7月6日清晨发生漫破。

全市投入抢险救灾人数67.67万人次，近3万人巡堤查险，
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13311人。

宣城首次承办正式国际比赛

2016年7月1日，由国际排联举办的世界男子排球联赛（中
国站）比赛在宣城市体育馆举行，共有中国、土耳其、斯洛伐克和
日本四支队伍参赛。这是我市首次举办这样正式的国际竞技体
育比赛，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对赛事进行了全程直播。

宣城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2016年7月29日，在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
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上，宣城市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撤地设市以来，宣城市以“构建军民融合大品牌、有效衔接大机
制、社会拥军大品牌”为目标任务，深入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
动，从2005年开始，宣城市连续获得四届“省级双拥模范城”称号。

旌德建成安徽省首个国际慢城

2016年10月8日，旌阳镇在国际慢城韩国年会上获颁“国
际慢城”证书和会旗，正式成为“国际慢城”，是安徽第一个、全国
第六个国际慢城。

宣城获评“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

2016年11月，宣城市被评为“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
2011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启动国家生态市创建工作。2014年，

获得“安徽省生态市”命名，成为全省首个也是唯一的省级生态市。
2017年9月18日，宣城市被授予全省唯一的第一批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绩溪县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旌德县成为第一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2018年，全市实现国家级生态县（市）全覆盖。泾县、宁国和
旌德三县市被命名为首批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
2019年7月，广德县、宣州区获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区
命名），同年11月，宣州区被命名为第三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全市创成国家级生态乡镇55个、生态村6个，省级生态乡
镇47个、生态村154个和市级生态村561个。

宣城列入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2016年11月，宣城市列入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名单，成为全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三个市之一。

2009年宣城市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17年8月，宣城市
在全省率先建成全域旅游大数据中心、旅游经济运行监测中心、旅游
应急指挥中心、全媒体营销中心、舆情监测分析中心，探索形成智慧旅
游建设“安徽模式”的“宣城经验”。11月，《中共宣城市委、宣城市人
民政府关于将旅游业培育成重要支柱产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出台。
至2019年，全市A级景区52处，其中4A景区22处、5A景区1处。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

2016年，宣城市GDP1057.8亿元，总量突破千亿。
撤地设市后，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济总量实现

跨越式发展，不断攀上新台阶。2004年突破200亿元，2007年
突破300亿元，2009年突破400亿元。此后，每年经济增量达百
亿元以上，经济总量连续突破500、600、700、800、900亿元。

2019年经济总量跨过1500亿元大关，2020年预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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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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