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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六安城市街道狭窄、楼房低矮。九拐十八巷曾是老六
安人对中心城区最为深刻的记忆，当时的鼓楼街、东大街、黄大
街、常青路一带已是六安人眼中的繁华之地。21年后，一幢幢大楼
拔地而起，一条条干道宽广平坦，一座座公园风景秀美，一片片住
宅闹中有静，古老的六安青春焕发，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皖西大
地。

自2000年3月撤地设市以来，我市大力实施城镇化战略，找准
比较优势，打造竞争优势，不断彰显城市滨水、生态、文化的个
性，极大增强了城市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城市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走出了一条避免城市间同质化竞争，实现差异化发展
的具有自身个性和特色的又好又快发展之路。21年来，六安城市建
设驶入快车道，城市框架逐年拉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形象
不断提升。

“我每次回来都发现六安的变化很大，尤其是城市建设方面。站

在公园一角，深深地吸一口气，顿觉身心舒畅。”
周志是土生土长的六安人，目前在铜陵市工作
和生活。2021年5月25日，他作为皖西铜陵商会
副会长，将近4万元的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捐赠
给家乡，把希望能为家乡疫情防控工作尽一份
绵薄之力。他由衷地说道：“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等到疫散花开，他将和商会其他老乡一起回到
家乡，仔细参观一下城市建设，细细品味六安瓜
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建设绿色宜居城市

民生为先，彰显城市建设新理念。“建好
城市为人民”这根主线始终贯穿于六安城市建
设全局。

撤地设市后，市委市政府把中心城市建设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工作重点是打通干道，拉
开框架，改造老城，拓展新区。近年来，我市
始终紧扣滨水、生态、文化特色，统筹东部产
业新城、西部生态新区和中心城区建设，形成
多极带动的网络城市框架，加快构建城市发展
新格局。

滨河公园是我市撤地设市后建造的第一座
开放式的综合性公园，占地面积达16 . 6公顷，总
投资3800万元。公园建设分两期完成，通过显
水露水，改造水岸环境，打造亲水空间。景点繁
多、设施齐全、园中有园，园内树木葱绿，鸟语花
香，景色宜人。为了提升公园的绿化水平和档
次，2018年，我市对滨河公园进行了绿化升级，
补植苗木一千棵左右，新增榆叶梅、法梧等苗木
品种。同时，还对公园的一些破损道路进行修
复、喷泉管道进行清淤整改。

正是由于滨河公园等项目的实施，2006

年，我市先后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和
“水环境治理优秀范例城市”奖。我市滨水、
生态、文化的特色也有了雏形。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又先后启动了城镇
水环境治理、城市“双修”、畅通城市环线、火车
站项目改造等重点项目，梅山路桥、赤壁路桥、
龙河路桥、寿春路桥等陆续通车，大雁河治理、
苏大堰治理、凤凰河治理、老淠河两岸景观整治
全面完成，水利文化公园、迎宾公园、南湖公园、
大别山植物园加快实施，先后荣膺“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水利风景区”等称号。

凤凰河是老淠河右岸的一条支流，是六安
西城区的重要内河。但近年来该河段灾害频
发，城区段污染严重。而现在，整治后的凤凰
河像一条翡翠项链，让滨水城市六安灵动而秀
美。80公顷水面，6 . 6公里的水景长廊，为六
安主城区再添“十里画卷”，临水而建的生态
新区呼之欲出。

市民喜住“新房” 幸福指数攀升

住有所居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石。近
年来，我市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手抓”，
着力构建高中低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层次、差异
化住房体系，切实做到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
持，高端有市场。特别是在住房保障上，大力推
进棚户区改造，实行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
初步构建了以公共租赁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为主
的城镇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全市低保家庭、中
等偏下收入家庭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逐步改
善，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
务工人员逐步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

从2014年起，我市将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作为年度重要民生工程来实施，以整修屋
面、完善排水、增加路灯照明、拆除违章建
筑、改善环境卫生等为主要内容的改造工作全
面启动。截至2020年底，全市累计投入7 . 9亿
元，先后完成了淠绿新村等162个老旧小区改
造任务，涉及9 . 65万户。老旧小区存在的屋面
漏、墙体脱、灯不亮、下水堵等问题得到基本
整治，基础设施配套不断完善，老旧小区功能
全面提升。

以2020年整治项目之一淠绿新村小区为

例，该小区在整治改造前，是城区有名的老大
难小区，改造后小区焕然一新，业主黄先生当
即赋诗一首：“题淠绿新村——— 历尽沧桑现靓
妆，低层宜居眉高扬。闲坐幽处谈雅趣，春夏
秋冬皆文章。”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加大了城区棚户区
改造和征迁安置遗留问题的协调解决力度，对
全市2004年以来市政府投资建设的83个安置小
区、922万平方米安置房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清
查，加大项目征迁力度，加快回迁入住速度，
破解征迁安置遗留难题和突出矛盾。截至2020

年底，已让2万户、6万人提前回家。

增加城市“颜值” 提升文化内涵

城市建设有颜值，更要有内涵。2012年以
后，市委市政府进一步提出“五城同创”的更
高要求：同时争创“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
模范城市、国家节水模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和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在这个时期，我市文
化特色方面的建设有所侧重、好戏连台，给我
市滨水、生态、文化的城市特色增添了丰富的
内容。如兴建了图书馆、档案馆、科技馆、文
化馆、体育中心、六安电视塔等项目。

图书馆是市政府设立的公益性公共图书
馆，于2019年6月30日试运营，2019年8月23日
正式对外开放。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31

日，图书馆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图书流通量
150万册次，举办各类阅读推广活动340场。读
者入馆数和月均阅读活动场次两大指标在全省
126家市县级馆中均排名第一。家门口的图书馆
不仅成为这块红土地上的文化新地标，而且以
喜闻乐见的方式，将阅读的“神经末梢”延伸
至更多六安市民的生活中。

“图书馆环境好，书籍种类多，还可以自
助借阅，可方便了。我经常会带着孩子一起
‘充电’。”市民冷女士表示，自己就住在附
近，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她几乎每个周末都
会到图书馆看书，生活充实了不少。

和图书馆一起陆续投入使用的还有文化馆、
科技馆以及档案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
馆”。“四馆”投入使用后，为市民提供充裕的文娱
活动场所，满足了市民文化教育需求。

近年来，我市还举办了一系列体育赛事。如
全国青年赛艇锦标赛，国际女子沙滩手球邀请
赛，全国赛艇锦标赛，全国沙滩手球锦标赛、龙舟
赛、亚洲赛艇锦标赛、市直单位职工运动会等，通
过赛事，凝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与此同时，提出了“五色山水”的概念，
围绕“五色山水”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其中，
最值得一提的要数大别山(六安)山水文化旅游
节。从2015年至2021年，我市已连续举办七届
六安茶谷开茶节，这对进一步宣传六安、推介
六安、关注六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六安生态环境好，风景秀美，土菜可口，假
期或者周末带着家人来这边转转，是个不错的
选择。”来自山东的游客周仕礼如是说。

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截至2020年年底，
六安建成区面积扩展到80 . 5平方公里、人口增
加到60 . 8万人；建成区桥梁27座，主干道89

条，道路里程 5 8 9 . 5 3 公里，道路面积率达
20 . 84%；城市污水处理率达98 . 46%、公共供
水普及率达99 . 79%、水质综合合格率100%、燃
气普及率达到99 . 7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3 . 8%、绿地率39 . 33%、人均公园绿地16 . 34

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91 . 88%。
打造城市新格局，建好城市为人民。今

天，居住在六安城区的群众切身感受着城市的
发展与巨变，我市将通过继续实施重点工程建
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
举措，进一步提高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水
平。相信在不久的明天，一座更为宜居宜业宜
游的城市一定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城市
是平庸的城市，是没有灵魂
的城市。有个性和特色的城
市，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影
响力、辐射力、带动力和竞
争力。城市以品质拼高低，
以特色论输赢。
撤地设市以来，我市大

力实施城镇化战略、找准比
较优势、打造竞争优势，实
现绿色发展，先后经历了探
索前进、大胆实践、个性初
显、丰富完善、规范发展等
五个阶段，不断彰显城市
“滨水、生态、文化”的城
市个性，极大增强了城市的
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提
高了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走出一条具有个性和特
色的发展之路。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我们城市管理者应
当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
循，时刻牢记总书记“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谆谆教诲，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
重视城市文化，更加重视文
化传承，积极推动城市文化
发展，从而能动的塑造我们
“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
形象。
城市个性和特色丰富多

彩，城市文化的内涵博大精
深。我们要从城市和区域发
展以及城市管理的特点出
发，遵循城市建设规律，努
力营造发展城市文化的良好
环境。
一是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城市文化各项工作。要

组建有专业知识、专业精神、专业素养的城市管理
工作“智囊团”，在一些建设项目方案制定时充分
发挥“智囊团”和“土专家”的作用，把理论和实
际相结合，凸显地方个性和特色。
二是用精致化要求促进城市文化。如，要切实

保护好”老房子”、古树名木及其后备资源等历史
记忆的载体，让孩子了解过去、让老人留点回忆。
要把公共审美放在突出位置，倍加关注城市家具、
绿植、色彩、建筑、街景等诸多城市文化重要元
素，让市民适应美、感受美。要消除艳色、大字、
广告、标语等低级社区的基本图像，让城市返朴归
真、融入自然。要大力探索公共环境艺术促进，在
公共区域配置公共环境艺术品并定期评估、清理，
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总之，要在城市美学建造与市
民审美意识互相促进过程中，优化城市的集体人
格。
三是要重视和利用人才。首先要继续采取“借

脑”的办法，请高资质单位编制好《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完善好《城区空间特色规划》。其次要与
高校联手，有计划培训、招收、引进规划建设管
理、环境保护、房地产管理等方面人才。再次，要
注意安排一些干部在城市建设的不同岗位上历练，
大胆使用专家型城市管理干部。最后，要加强理论
队伍建设。成立市城市科学研究会，进一步研究城
市文化，研究城市个性的塑造。
“此心安处是吾乡。”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在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市的城市文化将更加异
彩纷呈，城市特色将更加鲜明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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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民民广广场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田田凯凯平平 摄摄

体体育育中中心心。。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岳岳阳阳 摄摄

凤凤凰凰河河公公园园。。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田田凯凯平平 摄摄

魅魅力力政政务务区区。。 邹邹俊俊 摄摄

皋皋城城广广场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岳岳阳阳 摄摄

安安徽徽国国防防科科技技职职业业学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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