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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越往外住离公园绿地越远

专家认为，合肥引以为豪的环城公园曾经让合

肥市民步行10分钟均可以享受绿荫的庇护，而根据

对合肥城区现状建设情况的分析，目前在一环以内

的老城区内，步行10分钟可达到公共绿地的居住区

能占到74.8%，而在一环和二环之间，这一比例骤减

到43.1%，在二环以外则进一步降到41.3%。

此外，合肥城市还表现出“西多东少”的格

局，蜀山区人均公园绿地达22.9平方米，而瑶海

区人均绿地面积只有4平方米。

公园大多太远，驱车去玩真不低碳

另外，合肥市的绿地公园布局也不怎么合

理，成规模的公园多数在城市新区，二环内老城

区虽然成块绿地数量不少，但规模普遍较小，难

以满足高密度人口地区的需求，呈现越是人口密

集地区，人均拥有公园绿地面积越少的情况。

“很多老百姓需要驱车很远去天鹅湖、大蜀

山、植物园、滨湖森林公园等地游玩，有违低碳环

保的原则。”

专家们认为，“合肥现有的公园绿化品质不

高，规模和总量偏小，服务设施供给不足，尤其在

老城区人口密集地带，盛夏傍晚街头公园和广场

常常人满为患，设施破坏严重。”

专家给各大公园问题“号脉”

专家们还对合肥市几个公共开放空间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剖析，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我们

熟悉的广场、公园在专家眼中还有哪些缺点……

【环城公园】

不足一：面积虽大，但开敞空间不足，可供人

亲近停留的绿地不多，绿地实际可利用率不高。

不足二：绿化树种丰富，但组合排列混乱，枝

桠过于密集，部分区域影响公园景观。

不足三：环城河亲水步道未贯通。

【天鹅湖公园】

不足一：周边停车位规划不清晰，停车混乱。

不足二：夏季市民游泳集中区域拥挤，超过

公园负荷，过量的游泳者影响湖水品质。

不足三：部分游园步道设计不符合人行习

惯，行人践踏花坛抄近路比比皆是。

【人民广场】

不足一：虽临近城市干道，但未能与周边步行

交通形成完整系统，市民到达需经过天桥、地下道

或横穿马路，不甚方便，可达性不强。

不足二：喷泉池缺少维护，池内水质污染较严重。

不足三：广场长宽接近 200 米，尺度偏大，且

与周边商业建筑交通联系薄弱，易给人造成孤立

无依的感觉。

【黑池坝、琥珀潭】

不足一：部分公共水域被个体小商贩占用进

行儿童娱乐经营活动。

不足二：竖向台阶，过繁过多，且无明确的残

障坡道。

农民工收入明显低于合肥平均水平

调查中，专家们发现，合肥市农民工收入水平

较低。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只有2907元（中位数），

其中80%在3000元以下。但合肥市城镇在岗职

工月平均工资为4227元，明显低于合肥市职工的

平均水平。

4成住房困难，3成子女成留守儿童

农民工居住环境和社会保障条件较差，大

约40%的农民工住房困难，人均住房面

积不到16平米；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没

有参加医疗保险、超过半数的农民工没

有养老保险。

农民工子女上学较难，主要是因为

公办学校进不去、学费贵，所以有30%的农民工

子女在老家上学，成为留守儿童。

希望成为新合肥市民的占到48%

调查数据显示，约48%的农民工愿意成为

城市居民（愿意而且有能力落户的农民工应该

低于这一比例）。专家还根据这一数字进行了

推算：假设农民工中只有48%人愿意并且有能

力进城落户，那么目前合肥市真实的城镇化率

是58.5%。

就业、医疗是成为新市民的动力

在调查过程中，农民工反映，他们愿意成为

城市居民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就业岗位多、城市

医疗条件好、城市教育条件好和城市社会保障

完善。

“所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前提是产业发

展。核心是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实现

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

房价过高，让他们“打退堂鼓”

专家分析认为，住房房价高，农民工买不

起房，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最重要的原

因。政府必须下决心，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根本

转变，改变土地财政，控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势

头。并加快改革住房制度，实行与农村宅基地

推出相挂钩的政策，以优惠价格向农民工供应

首次置业的普通商品住房，或者降低购房首付

款比例和住房贷款利率，增加农民工住房支付

能力。

合肥有33家民办养老机构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合肥市现有60岁

以上老年人 112.09 万，占全市总人口的

15.87%，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约为17.28

万人，占全市老龄总人口的15.42%。

根据黄佳豪的调查，从2001年合肥首

家民办养老福利机构——九久夕阳红老年

护理院成立到2011年上半年，合肥市共有

33家民办养老福利机构，全市民办养老福

利机构用地面积达17.25万平方米。

民办养老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鼓励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采取独

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租赁等方式创

办养老服务机构。”黄佳豪建议，各级政府

将民办养老福利机构的经费列入财政预

算，并明确将福利彩票收入的一定比例用

于发展养老服务。

黄佳豪研究后发现，政府应该为民办

养老福利机构牵线搭桥，与大医院结对共

建，通过设立医疗点、绿色通道等方式保证

老人发病后能及时、快速入住大医院。“民

办养老福利机构所办的医疗机构已经取得

职业许可证并符合定点医疗机构资格条件

的，按有关规定申请并经批准后，可纳入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使入住老

人能够刷医保卡就医。”

专家建议——

民办养老机构
可刷医保卡就医

合肥是安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
会的城市之一，如何解决养老服务问
题已成为老年群体的迫切需求。

安徽建筑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
心的黄佳豪呼吁，对养老福利机构所
办的医疗机构，按有关规定申请并经
批准后，可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定
点范围，这样，入住的老人就能够刷
医保卡就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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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绿地捉襟见肘、人满为患
且看合肥规划局专家给各大公园“号脉”

合肥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报告昨日公布

48％的农民工想变身合肥市民
房价过高成为农民工变身市民的“拦路虎”

昨日，来自合肥市规划局和合工大建筑艺术学院的两位专家王向荣和蒋新然，探讨的
主题是城市的情感空间、公共空间、人性化和城市品质。

合肥会离幸福越来越近

未来，究竟有多少农民工愿意来合肥安家落户成为新合肥市民？在昨日举行的合肥市“大湖名城 创新高地”研讨
会上，来自合肥学院经济系的朱德开、裴红建公布了一份合肥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问卷报告。

探讨合肥的现在与未来

美丽的合肥植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