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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市年初出台《马鞍
山市2023年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五个一”突破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五个一”突破
行动，梳理54项对标创新举措，
实施 60 个重点项目，为马鞍山
市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东风、
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道路上
加速奔跑注入新动能。

马鞍山市发改委长三角中
心负责人介绍，根据《行动方
案》，2023 年，马鞍山市以推进
都市圈建设为重点，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五个一”突破行动，
重点围绕对标学习、港口突围、
毗邻融合、平台共建以及项目
攻坚等五个方面工作，实施“一
批对标创新举措”、打造“一个
江海联运枢纽”、建设“一批一
体化合作示范区”、培育“一批
重大合作平台”、推进“一批重
大合作项目”，以项目化、清单
化推动我市一体化工作取得务
实成果。

截至目前，马鞍山市落实
54 项对标学习沪苏浙创新举
措，全市累计起草出台 10 余份
创新政策文件，复制推广口袋
公园、“七未”项目推进等沪苏

浙成功经验做法；浦和产业合
作示范区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0个、总投资16.4亿元。江宁-
博望新型功能区签约亿元以上
项目 18 个、总投资 174.6 亿元。
一体化供水、警务合作、跨界医
联体等10个宁马共建共享共治
项目实体化运营；全市累计签
署 17 份合作协议，实现所有县
区、开发园区与沪苏浙重点园
区合作共建全覆盖。马鞍山青
浦工业园累计引进产业项目11
个、总投资196亿元。马鞍山软
件园与江苏软件园共建“飞地
合作示范基地”正式运营，成功
引进项目 9 个；加速 60 个重点
合作项目攻坚突破，宁马城际
铁路全面进入架梁施工阶段，
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新开工
建设。今年新签约来自长三角
地区的项目175个，谋划储备长
三角合作项目146个。

值得一提的是，马鞍山市
成立工作专班，强力推进郑蒲
港新区与合肥市、省港航集团
合作共建“飞地”港口，打造长
三角江海联运中心；加速港口
项目建设，9号码头改扩建工程
一期建成投入使用。

据《马鞍山日报》

马鞍山市聚焦“五个一”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为进一步将纷繁复杂的村级事
务标准化、具象化，让乡村治理工作
可量化、有抓手，将“村里事”变成“家
家事”，运用小积分，解决大问题，先
生店镇陈大庄村以“生态积分超市”
为依托，以丰富实践活动为载体，激
活基层治理细胞，汇聚乡村振兴新动
能，以“小积分”助力“乡村振兴”。

先生店镇陈大庄村按照人居环
境、垃圾分类、乡风文明、美丽庭院、
最美家庭、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方
面积累“积分”，村民用回收废品获取

“积分”，用“积分”免费兑换积分超市
物品。

8 月 2 日下午，先生店镇陈大庄
村生态积分超市的“兑换日”如期开
放，只见货架上摆满了香皂、洗衣粉、
纸巾、拖把、洗发水等日常生活用
品。每件物品都“明码标价”：一包洗

衣粉20积分、一提纸巾20积分、一瓶
洗发水15积分……这里的商品不用
现金购买，只能用积分兑换。

村民蔡正武通过努力，攒下 50
个积分后，到“积分超市”兑换礼品。

“我兑换了纸巾和洗洁液，虽然这些
东西不贵，但是很有意义。以后，我
会多多参与此类活动，尽可能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共同爱护我们的生
活环境。”蔡正武笑着说。

村民何正红说：“这种方式很有
趣，不仅参与了村里组织的活动，还
能用劳动获得积分换东西，这个点子
好”。

“自从有了生态积分超市以后，
大家对人居环境和抵制陈规陋习都
特别积极，村里的道路变得干净了，
每家房前屋后的卫生也越来越好了，
物品的摆放也整整齐齐，大家参与的
积极性明显变高了。”生态小区村民
组长赵本江说。

“以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
激发了群众助力乡村发展的热情，也
展现了乡村振兴的新气象。营造了

‘人人争当先进，户户参与兑换’的良
好氛围。”先生店镇陈大庄村党支部
书记潘升同说，下一步将继续通过

“积分超市+兑换商品+精神奖励”模
式，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美丽乡村建
设、践行新时代文明、助力乡村振兴
的积极性。

据《皖西日报》

2023 年暑运从 7 月 1 日启
动至 8 月 31 日结束，为期 62
天。就在刚刚过去的 40 余天，
针对今年暑运期间的旅游市场
特点和旅客出行偏好，芜宣机
场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等
客流量叠加，暑运期间航空出
行需求大幅提升 （如图），民
航客运市场呈稳健复苏态势。

截至 8 月 14 日，机场 2023
年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8.6万
余人次。其中 7 月单月旅客吞

吐量完成13.78万余人次，创历
史新高；7月1日至8月14日暑
运期间接送旅客达 20.34 万人
次。

今年暑运期间，芜宣机场
新增西宁航线，加密重庆航线，
为旅客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下一步，芜宣机场将持续
优化和丰富航线网络，继续做
好旅客服务保障工作，为旅客
带来更丰富、更便捷的出行体
验。 据《大江晚报》

合肥机动车保有量，正奔着 300
万辆而去。停车问题，与市民出行、生
活息息相关。

近年来，合肥通过盘活闲置土
地、推进停车资源共享、更新智慧停车
功能等措施，努力让市民停车有其位、
文明之路更通畅，让暖民心行动真正
暖到群众心里。

改造公共停车场

驱车进入合肥高新区高新·创新
谷，沿着园区环形通道驶入停车场，里
面灯光明亮，干净整洁，区划、标线、引
导标识清晰，车辆停放整齐。

“这个停车场共有停车位399个，
可以满足园区企业员工及附近车主停
车需求。”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产业
发展部业务主管臧磊说。

臧磊介绍，这一地块原先建有四
栋毛坯厂房，长期闲置。为此，合肥高
新区回收该地块，盘活闲置土地。“我
们结合项目周边产业和企业情况，充
分借鉴先发地区老旧厂房改造经验，
通过改、扩建，打造现代科创园区。”

由于地面停车位少，没有地下停
车库，该公司在改扩建过程中，新建了
1.4万平方米的共享交流平台，并将平
台下方及整个建筑的一楼改造成公共
停车场，有效解决了停车难问题。

建设临时停车场

经常前往三孝口附近的吴先生，
对停车难有着深刻体会。“原先过来，

要跑不少路才能找到一个车位。现在
有了三孝口临时停车场，基本可以就
近停车了！”

吴先生口中的三孝口临时停车
场，位于蒙城路与安庆路交口东南
角。“这里是一块储备空置用地，处于
闲置状态。”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交通科工作人员李季介绍，区里将该
地块改造成临时停车场，方便车主停
车。

2022年12月停车场完工，今年1
月份对外运营，共有254个停车位，有
效缓解了周边停车难问题。下一步，
该区将持续加大停车设施建设力度，
积极推进共享停车模式，让更多闲置
车位活起来，真正将便民行动落到实
处。

开放单位停车场

“自开展暖民心便民停车行动以
来，作为牵头单位，我们会同市、区相
关单位积极推动便民停车行动各项工
作落实。”市城乡建设局城建处工作人
员黄瑛捷说。

根据2023年便民停车行动方案，
今年我市计划新增城市停车泊位 10
万个，其中公共停车位14400个。至7
月底，合肥市市区新增城市停车泊位
数 67718 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数
16158个。

另外，全市已有137家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向社会开放共享停车场。

据《合肥日报》

停车有其位 幸福更“到位”

六安金安区陈大庄村：

小小积分聚幸福 乡村振兴齐助力

芜宣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
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