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2013年2月25日
的新桥机场
市场星报热心读者

11月6日，《新桥机场：通向世界的

空中桥梁》一文见报之后，如何能够去

新桥机场“先睹为快”，成了市民们关心

的“话题”。

有读者致电本报称，期待2013年2

月25日（新桥机场启用）早日到来。而

其他留言的市民说，新桥机场已经成为

安徽的一张靓丽名片。“那里怎么去？

有公交车可以到达吗？看了你们的报

道，我们想去看一看”，市民李先生专门

打来电话询问。

记者从合客公司获悉，根据几经调整

的方案，机场启用初期将运营三条大巴快

线，市区的始发站点分别为合肥汽车客运

总站、明光路合肥汽车站与合肥汽车客运

南站。“我们会在这3个汽车站单独辟出航

站楼与机场巴士停靠区域，方便旅客上

下。”合客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新建的新桥机场要增加安徽人文

内容，成为宣传安徽的重要窗口。”省文

化厅艺术处工作人员介绍，当旅客漫步

于机场，伴随他们的是艺术大家的作

品，不仅能为单调乏味的旅途增添艺术

气息，带来全新的候机体验，更能使人

们从第一眼开始了解安徽。

浓墨重彩
折射安徽经济发展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 王东生

从启动仪式开始，连续10天，《市场

星报》重磅推出“安徽脊梁”——喜迎十

八大安徽省861重点项目巡礼大型报

道，大篇幅、大规模，全方位、多视角。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写出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

出安徽经济快速发展的历程。”安徽江

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东

生这样评价“安徽脊梁”系列报道。

王东生谈道，在过去的十年，以

“861”行动计划为代表的经济领域重点

活动也成为我省经济领域的“脊梁”，在

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一大批项目

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安徽经济平

稳、快速推进的支撑。项目是核心，产

业是脊梁，基础设施是先导。一个又一

个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改

变了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培育出

安徽奋力赶超的新态势。

“江淮汽车作为省属重点企业，有

幸全程参与支持此次活动，该组报道也

重点推出江淮汽车的发动机项目，同时

在安徽861计划的正确引导下，江淮汽

车的轿车二期项目、10万台轻型货车生

产项目、年产4万辆中重型载货汽车、年

产3万辆轻型客货车、江淮客车新基地

项目、年产10万辆整车技改等一系列项

目均取得了长足发展，为企业的后续稳

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王东

生还表示，今后江淮将更加以项目为依

托，加大科技研发，为民族汽车工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大篇幅、大规模，全方位、多视角

浓墨重彩 展现脊梁力量
时间倒回10月23日上午的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这一天，本报与江淮汽

车联袂打造的“安徽脊梁——喜迎十八大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江淮行”主题采访开始了。从那一

天起，本报30多名骨干记者，由合肥出发，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探访一个个挺起安徽的“脊梁”。

15天来，我们感受到了淮河“三峡”临淮岗的磅礴气势，经历了合蚌高铁的速度，也揭秘了走

向世界的“江淮心”发动机的生产全过程。安庆石化“油改煤”、定远“煤盐一体化”、皖电东送、铜

陵有色、马钢500万吨薄板、新桥机场，也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

此刻，“江淮行”结束了；但，“江淮行”也正在开始……

“这组报道气势恢宏，采写深入，反映出我省重点项目的亮点和风

采”，霍邱县副县长苏昊昨日这样告诉记者，开篇之作就是位于霍邱的

临淮岗项目，作为淮河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它改写了淮河流域饱

受洪涝灾害的沧桑历史，不仅给包括霍邱在内的沿岸人民带来了福

祉，现在依托大坝开发的临淮岗风景区更是成为霍邱发展水利旅游的

大好资源。

苏昊介绍，随着近年来县域经济的不断提升，霍邱从2009年起将

大兴旅游业纳入经济工作范畴，大力实施旅游发展战略，2010年连发

临淮岗风景区、水门塘风景区、安阳山风景区、烈士陵园景区和乡村旅

游“五张牌”，倾力打造霍邱旅游品牌。

霍邱打出临淮岗“旅游牌”
霍邱县副县长 苏昊

“角度新颖、采访扎实、报道详实，这篇报道对安庆石化化肥原料

‘油改煤’工程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也使我们安庆石化人感到莫大的鼓

舞与振奋。”在看到该报道后，安庆石化化肥部党总支书记郭岩松这样

告诉记者。

郭岩松同时表示，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市场星报联手江淮汽

车推出的“安徽脊梁”重点建设项目巡礼采访活动，既传播了重点项目

正能量，又集中展示了安徽经济建设取得的发展成就，是献给“十八

大”的大礼。

传播安徽经济正能量
安庆石化化肥部党总支书记 郭岩松

“报道出来的当天早晨，我们就相互传阅了报纸，可以说，报道为

皖电东送奉上了一道精神大餐。”对于本报报道的皖电东送项目，淮南

市发改委能源办负责人张全红大加赞赏：“报道有点有面，记者以最基

层的工作人员为初始采访对象，体现了扎实的工作作风。市场星报策

划此类大型采访活动，凸显出了一个媒体的社会责任。”

“稿子我看了好几遍，写得很细致，层次分明，让普通读者对皖电

东送项目有了直观的了解。特别是在文章中算账的细节，让众多的淮

南读者看到了皖电东送项目给淮南带来的实惠，也看到了皖电东送项

目对整个安徽乃至华东地区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皖电东

送项目的进一步顺利实施。”

淮南市发改委重点办负责人王玉虹也告诉记者，皖电东送项目目

前正在加紧施工中，这篇报道无疑会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

为皖电东送奉上了一道精神大餐
淮南市发改委能源办主任 张全红

11 月 3日，本报重磅推出大型报道《合蚌高铁带来的“速度猜

想”》，蚌埠，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交通是经济

之母，铁路是交通之母。”有关人士表示，合蚌高铁的通行，势必将改变

区域间的经济结构。

“高铁之于蚌埠，与百年之前津浦路通车相比，变化的不仅是机

车、速度和舒适度，时代环境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交通一体化是大势

所趋，高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区域间的经济结构也会出现变局。”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导师周加来认为，市场星报推出的高铁五大猜

想完全可能成为现实。京沪高铁对于蚌埠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这

个机遇最重要的就是和长三角经济圈的融合。蚌埠市因为其优越的

交通位置和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优势，一直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粮

仓”和“菜园子”。高铁将会拉动蚌埠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扩大在长三

角地区的市场份额，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合蚌高铁将改变区域间的经济结构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导师 周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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