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单位 2015年安排

1．对芜湖以下航道水深提高到12.5米、芜湖至安庆

段提高到8米进行研究，论证可行性和必要性。

2．对淮河临淮岗以下河段航道等级提高到二级、以

上河段提高到三级进行研究，论证可行性和必要性。

3．完成引江济淮航运配套工程前期工作，启动项目

建设。

4．加快芜申运河、合裕线、沙颍河航道建设进度。

5．开展水阳江、顺安河、秋浦河、姑溪河、涡河、

沱浍河、西淝河、滁河、皖河等支流航道升级改造前
期工作，争取开工建设。

1．研究制定沿江、沿淮港口发展规划。

2．研究提出推动港口群集团化、规模化、专业化发

展的措施意见。

3．启动研究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实施方案。

1．研究提出推动多式联运发展措施意见。

2．研究推进多式联运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建设。

3．推进合肥、芜湖、马鞍山、蚌埠等省级示范物流

园区建设。

1 构建“两横一纵”航
道主骨架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展
改革委、省水利厅等配合

2 建设布局合理的港口
群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展
改革委、省水利厅等配合

3 加快发展多式联运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展
改革委、省商务厅等配合

2015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



1．加快望东长江公路大桥、芜湖长江公路二桥、池

州长江公路大桥、芜湖弋矶山第二公铁两用过江通道
建设进度。

2．加快推进芜湖城南城市道路过江通道、芜湖泰山

路城市道路过江通道、马鞍山慈湖、九华路公铁两用
过江通道、安庆宿松公铁两用过江通道等前期工作。

1．推进宁安城际、合福、黄杭等铁路建设进度。

2．开工建设商合杭、合安九、禹亳宿、皖赣铁路宣

城-绩溪段扩能改造等铁路项目。

3．推进北沿江、六安景、随麻安、合新（桥）六等

铁路前期工作。

4．完成皖江、皖北城际铁路网规划报批。

5．争取国家将宁合汉、安黄金温客专列入相关规划

。

1．加快扬绩、济祁、北沿江、宁宣杭、岳武、铜南

宣等一批高速公路建设。

2．力争开工建设合芜、合安高速公路改扩建等项目

。

3．加快推进芜黄、黄千高速公路等项目前期工作。

4．实施国省道改造工程。

5．实施农村公路联网工程。

1．推进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前期工作。

4 有序推进过江通道建
设

各有关市牵头，省发展改革
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交通运输厅等配合

5 建成以合肥为中心的
快速客运铁路网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国土
资源厅、省投资集团等配合

6 建成“四纵八横”高
速公路网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展
改革委、省国土资源厅等配
合



2．推进新建芜宣、蚌埠、安庆、亳州、宿州、滁州

等民用机场前期工作，争取芜宣、蚌埠机场开工建
设，改扩建阜阳机场。

3．推进岳西、泾县等通用机场前期工作。

1．编制完成全省天然气利用“十三五”规划。

2．开工建设合肥-庐江支线、定远-明光-凤阳支线、

安庆-望江-宿松-太湖-潜山-岳西支线、半塔支线、江

苏滨海LNG配套管线安徽段（天长-合肥）等项目。

3．推进芜湖、安庆等内河LNG接收站及沿江储备调

峰中心项目前期工作。

4．开工建设合肥北城LNG应急调峰气源、长丰深燃

下塘调峰储备气源、宣城市天然气储备站、芜湖中燃
LNG应急调峰工程、马鞍山港华LNG储备站、霍山

LNG/CNG调峰储气站。

1．推进合肥高铁南站、商合杭客专芜湖北站及阜阳

西站、合安九客专安庆西站、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等综
合客运枢纽建设。

2．推进芜湖港朱家桥外贸港区、裕溪口煤炭港区、

郑蒲港区、芜湖塔桥集装箱站、合肥港综合码头等综
合货运枢纽建设。

1．推广应用IPv6（互联网协议第六版），加快城域

网、接入网、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IPv6升级

改造，提高IPv6用户普及率和网络接入覆盖率。

2．积极争取国家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深入推进省部共建，研究制定电子信息、高端装

备制造等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具体措施。

2．组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发起设立混合所有

制专项子基金。

3．开展园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7 提高航空通达度
各有关市牵头，省发展改革
委、省交通运输厅等配合

8 构建“两纵三环”天
然气管网

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牵
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国土资源厅等配合

9 建设有机衔接的综合
交通枢纽体系

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
委牵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等配合

10 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升
级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
科技厅、中国科技大学等配
合

11 增强创新对产业转型
升级的支撑能力

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牵
头，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配合



4．启动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

5．继续支持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合肥工业大学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科研机构建设。

1．实施“徽商回归工程”。

2．推进合作示范园区建设。

3．推动合肥、芜湖、安庆、马鞍山等加工贸易梯度

转移重点承接地建设。

4．继续推进开发区产城融合试点。

5．推进江北产业集中区、江南产业集中区、苏滁现

代产业园、郑蒲港新区、南北合作“3+5”现代产业

园、皖江各市集中示范园区建设。

1．出台《关于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提升主导

产业核心竞争力意见》。

2．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

编制。

3．落实《关于深入推进高成长性产业加快发展的意

见》。

4．推进高世代面板及玻璃基板、晶圆制造、钻石通

用航空等一批重大项目实施。

5．积极争取长江经济带创新百强企业试点。

1．出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实施意见。

12 打造皖江示范区升级
版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省科技厅、省
商务厅等配合

13 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主导产业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牵头，省商务厅、省
国资委、省通信管理局，各
有关市等配合



2．研究安徽省服务业准入管理细则。

3．推进合肥、芜湖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

4．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

1．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和皖江农业科技创新综合示

范区建设。

2．研究出台培育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体措施。

3．争取建设若干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1．参与编制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规划。

2．深入推进重大专题合作。

3．参与完成长三角跨省市用工信息、社会保障信息

共享平台建设。

4．继续推进“信用长三角”建设。

5．参与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和预警应

急体系建设。

1．研究制定合肥都市区国际化发展定位和建设行动

纲要。

2．推进合肥国家大科学中心和量子通信、未来网等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14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商务
厅、省旅游局、省民政厅、
省文化厅等配合

15 推进现代农业和特色
农业发展

省农委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省林业厅等配合

16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省商务厅、省
环保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省卫生计生委、省交
通运输厅等配合



3．启动合肥新桥机场国际航空物流港建设。

4．推进国际邮件互换局建设。

5．研究加密国际航班和合新欧国际货运班列的具体

方案。

6．开展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1．继续实施《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30年）

》，研究制定芜马、安池铜组团发展方案。

2．研究制定创新城市、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

城市建设方案。

1．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省安徽总体方案》。

2．推进“多规合一”国家及省级试点。

3．出台推进“三权落实”、“五有并轨”的具体举

措。

4．继续推进棚户区改造和开发区产城一体化融资模

式试点。

5．研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机制、农村集

体“三资”管理运营机制和建设用地供给机制的具体
措施。

6．启动研究土地指标有偿跨地区流转机制，争取国

家在我省试点。

7．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新城镇新能源新生活行动计

划。

17 打造合肥长三角世界
级城市群副中心

合肥市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商务厅
、省外办、中国科技大学等
配合

18 提高中心城市能级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
发展改革委、省旅游局等配
合

19 探索新型城镇化新路
径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省公安厅、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
土资源厅、省政府金融办等
配合



1．选择有条件的开发区争取纳入国家城市功能区转

型试点。

2．支持符合条件的开发区申报国家级开发区。

3．出台《关于促进全省开发区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

》。

4．争取出台安徽省开发区条例。

5．启动编制重点开发园区合作共建方案。

6．推进境内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

1．推进蚌埠、阜阳、合肥铁路一类铁路口岸升级和

合肥港一类口岸升级的前期工作。

2．支持芜湖出口加工区整合升级为综合保税区。

3．支持有条件的市创建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

1．继续推进“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试

点。

2．研究建立由海关、检验检疫、海事等多部门参加

的通关协作机制。

3．深化与沿海沿江口岸协作，推动长江经济带统一

的申报平台、风险防控平台、专业审单平台和现场接
单平台等建设。

1．研究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

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20 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商务
厅、省科技厅等配合

21 加强特殊监管区和开
放口岸建设

省商务厅、合肥海关牵头，
省发展改革委、安徽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等配合

22 积极推进长江大通关

合肥海关牵头，省发展改革
委、省商务厅、安徽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省地方海事局
等配合



2．研究编制沿江取水口和排污口布局规划，推进沿

江港口船舶油污、垃圾等废物处理设施建设。

3．制定城市备用水源和应急水源建设计划。

4．制定沿江、沿淮、环巢湖水资源保护带和生态隔

离带建设规划。

5．推进驷马山引江四级干渠、合肥淮南引大别山优

质水资源工程前期研究。

6．启动引江济淮工程以及下浒山、月潭水库等建设

。

1．推进污染排放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和工业园区循环

化改造。

2．制定长江干支流沿线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规划。

3．划定沿江生态保护红线。

4．深入推进森林增长工程，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和

天然林保护工程。

5．制定升金湖、十八索、石臼湖、菜子湖、武昌湖

等自然保护区建设方案。启动青弋江、裕溪河、水阳
江等重要支流治理工程。

1．制定安徽省长江岸线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

2．启动长江铜陵、马鞍山、芜湖、安庆河段治理工

程。

1．落实巢湖流域和黄山市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建设实施方案。

23 统筹水资源保护和综
合调配利用

省水利厅、省发展改革委牵
头，省环保厅、省林业厅等
配合

24 强化污染治理与生态
保护

省环保厅牵头，省发展改革
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水利厅、省国土资源厅、省
林业厅等配合

25 促进长江岸线资源有
序开发和保护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水利
厅、省环保厅、省国土资源
厅等配合



2．编制巢湖流域和黄山市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建设相关项目计划，推动项目建设。

3．启动大别山水环境生态补偿工作。

4．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继续申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

1．加强与国家部委的沟通与联系。

2．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地区政府“三级运作”机制。

3．建立芜马、安池铜等地方政府间协商合作机制。

1．参与设立长江水环境保护治理基金相关工作。

2．参与长江水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和预警应急体

系建设。

3．研究能源资源跨区域调配的环境修复补偿机制。

4．推动新一轮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

1．继续深化农村商业银行改革，实现村镇银行县域

全覆盖。

2．研究推进非上市企业分类对接不同层次资本市场

板块的有关措施。

3．继续开展基础设施PPP融资试点，扩大民间资本

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领域。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财政
厅、省环保厅、省农委、省
水利厅、省国土资源厅、省
林业厅等配合

29 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
制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政府
金融办、省财政厅等配合

27 建立区域互动合作机
制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交通
运输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等配合

28 建立生态环境区域协
同保护治理机制

省环保厅、省财政厅牵头，
省发展改革委、省水利厅、
省国土资源厅、省林业厅、
省能源局等配合

26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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