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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年前，在踏入报社之前，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 “豆腐块”，也许

正是这几篇豆腐块式的短新闻点燃了我做新闻工作的热情，从此与新闻采写结下

了不解之缘。

新闻工作实践性很强，记者又处在新闻的前沿阵地。在新闻学院求学期间，

一位老师曾经说过，做新闻工作，如果没有当过采写记者，没能深入到火热的社

会生活中，见证一个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那将是一份十分憾的事情。

也许正是老师的这句话，让我对新闻采写工作总是充满激情。

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作为一名新闻记者，

我为自己能够亲历重大新闻事件，记录所见所闻，以独特的视角发现别人看不曾

看到的方面而感到自豪。

新闻采访，我不喜欢就新闻而谈新闻，凡事总喜欢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理清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并将新闻放在特有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量和思索。不

仅如此，还总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读，也许正是这种不流于形式、总爱

“较真”的思维方式和做事习惯，成就了我在深度报道领域探索的成果

深度报道，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的思维，让我能够

从容、理性、冷静地看待世界，思考自己的人生与未来。感谢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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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珠城

大城，崛起之翼

ＰＰＰ模式 “招亲”社会资本

审批 “瘦身”的政府角色之变

８００亿的含金量

撤街并居：“减法”背后的 “加法”

“暂”改 “居”：打开 “城门”的金钥匙

五档速度拼出蚌埠效率

标后监管，蚌埠模式渐行渐深

破冰特许经营权出让

从 “出钱养人”到 “花钱办事”：政府买服务的蚌埠探索

筑梦 “第四产业”

工业设计引领产业新未来

■前沿报道

绿色释放正能量

“爱拼敢赢”闽商魂

１



!"!!#

会展经济，如何玩转１∶９魔杖

蚌埠滤清器逐梦升级路

角力总部经济

铁海联运成本突围

户外广告整治，破立之间的城市智慧

点准渣土车的疯狂之穴

土壤保健进行时

养老服务如何迎接银色浪潮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新探索

大白菜的呼唤

■社会关注

蚌埠玉雕

何以聚玉成金

环保装备制造

顺逆之间思与辨

将理想放飞　与现实同行

———镇年轻公务员群体调查

网络空间呼唤理性表达

家庭医生如何花香满园

农村金融如何与农共舞

垃圾路途，下一站在何方？

职业教育：正能量如何释放？

废旧电池去哪儿

民间借贷期待走进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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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 “产城一体”

行业协会的角色思辨

特色街如何承载城市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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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珠城

大城，崛起之翼

城市大建设，深刻地改变着蚌埠的历史，也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生

活。伴随着大建设的步伐，宜业宜居宜游、美好幸福的皖北中心城市正

向我们走来。“环湖集聚、拥河发展”，“东进、西联、南拓、北跨”，在

城市大建设的 “好声音”中，蚌埠正在完成由 “小城”向 “大城”的华

丽转身。三年大建设，安排３００余个项目，总投资逾１０００亿元。大手

笔带来大收获，除了规模、形象、品位等得到极大提升外，更收获了咬

定青山不放松、凝心聚力谋发展的城市精气神———

新蚌埠　理想照进现实

以路网为骨架，拉开城市框架，“四大板块”建设齐头并进，蚌埠的大都市

梦想渐行渐近。

国庆长假，在杭州工作的李娴回家乡蚌埠探亲，爸爸热情地安排了一个市区

观光游，让女儿感受一下家乡的变化。过黄山大道，上迎宾大道，经燕山路、上

东海大道，汽车一路驶过，看到提升改造后的城市主干道，绿树婆娑、鲜花簇

拥；城南新建的一条条道路笔直宽阔，路灯高耸。李娴不停地感叹：“没想到仅

仅两年多的时间，蚌埠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城市变大了，变美了！”

李娴，是蚌埠考到杭州读书的学生，毕业后在杭州一家集团公司任品牌经

理。在她的印象中，两年多前，光彩大市场以南还是一片片村庄和农田，而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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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则是孤悬城市东郊的一方水面。现如今，城南地区已经高楼林立、路网通达，

就连偌大的陶山也被一个个建筑工地包围，即将成为一座 “城中山”；龙子湖东

望，高铁新城雄姿初现，湖东新区建设如火如荼，龙子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

“城中湖”，环湖而建的龙子湖公园，犹如一条巨大的翡翠项链正在将这汪湖水打

扮得分外妖娆……

“龙子湖水面不比西湖小，而且生态环境也很好”，望着眼前的景致如画，李

娴掩饰不住心中的惊喜，举起相机 “咔嚓”、“咔嚓”拍个不停。李娴说，她要把

这些美景拍下来，给杭州的同学同事看看，让他们也来分享一下家乡蚌埠的

变化。

李娴眼中的 “美景”，正是蚌埠大建设带来的可喜变化。

２０１０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 “三年大建设”的战略决策，决定一年强攻

基础设施，改善路网结构，拉开城市框架；二年主攻薄弱环节，完善城市功能，

优化城市环境；三年推进开发建设，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品位。力争通过三

年努力，达到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城市功能趋向合理，城市品位明显提高，生态

环境更加优美的目标，实现城市大变样，为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特色鲜明的大城

市奠定坚实基础。

在 “十二五”规划中，省委、省政府确定将蚌埠建设成为皖北中心城市的战

略决策，重任在肩，对蚌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时城市的基础设施、规模

体量、品位形象，都与皖北 “带头大哥”的身份难以匹配，至于市民对 “大城

市”的向往更像一个遥远的梦。为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抢得先机，市委、市政府

提出了三年大建设的战略决策。

拉开城市框架，拓展发展空间，将 “小蚌埠”建成 “大蚌埠”，是城市大建

设的首要任务，也是增强凝聚力，提振全市干部群众信心，重塑自豪感的客观

需要。

“环湖集聚、拥河发展”，“东进、西联、南拓、北跨”，市委、市政府提出了

蚌埠城市发展总体思路，以建设美好幸福皖北中心城市为目标，通盘谋划，确定

了重点产业园区、重点开发地区、重点改善地区、重点生态恢复地区四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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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城市协调发展。

东进、西联、南拓、北跨，一时间，城市路网迅速向外扩展延伸，原有道路

全面提质升级。城南，建成黄山大道、燕山路，延伸打通朝阳路、延安路，并规

划建设 “四纵四横”的路网格局；城北，跨河建设燃气管道和河北新区供水管

网，高标准建设２０多条新区道路；城西，城市西出口提质升级，联接蚌埠和怀

远的主干道不仅成为靓丽的景观大道，更将蚌怀同城更进一步。城东，东海大道

直通凤阳，高铁新城６条道路全面铺开……以路网为骨架，城南新区、湖东新

区、滨湖新区、淮上新区等 “四大板块”建设全面启动，城市规模迅速扩张。

“三年大建设，市区建成区面积每年以５平方公里速度拓展，是蚌埠历史上

发展最快的时期”。提及城市的扩展速度，全程参与了大建设的市大建办宣传部

部长赵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介绍说，截至目前，我市建成区面积已达１１１．５

平方公里，人均城市面积达１５．２平方米。按照规划，至２０２０年，我市建成区面

积将达到１５０平方公里，至２０３０年，我市将发展成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２２０平

方公里、人口规模达２２０万的特大型城市。“按照目前的建设速度，蚌埠人的大

城之梦已经触手可及。”

新形象 风景这边独好

“十大工程”吹响城市建设集结号，即将建设的一系列民生工程、文化旅游

项目让城市更具魅力。

站在淮河文化广场前高高的小山上北望涂山路，即将落成的金融大厦、豪生

国际大酒店并肩而立，两栋漂亮的高层建筑与比肩而立的投资大厦、财富广场以

及充满欧陆风情的宝龙广场建筑群，让人们感受到蚌埠城市现化代进程的脚步。

然而更令人期待的是，是沿东海大道两侧一字排开、目前正在紧张施工的一系列

大型建设项目。

东海大道是未来蚌埠的中轴线。正在建设中的万达广场、百乐门城市综合体

项目都即将成为蚌埠的标志性建筑，巨资打造的这两个项目除了建筑本身必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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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蚌埠一景外，其创造的体验式购物及休闲式生活方式更为蚌埠贴上了现代化城

市的标签。

如果说万达广场、百乐门给蚌埠带来更多的是都市的繁华，那么往东走约

１０００米处，位于市政府对面正在建设的市民广场、博物馆、城市规划馆和档案

馆，带给市民的则是城市历史、现实与未来交相辉映的精神文化大餐。

１６日，记者在工地现场看到，“三馆”桩基工程已经完成，即将转入地下室

工程施工阶段，市民广场工程正在抓紧进行绿化设计。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一场三馆”是２０１２年蚌埠市 “十大重点工程”之一，其中市民广场区域面积

９．８６万平方米，博物馆总建筑面积３．４万平方米，按照国家一级博物馆要求设

计，规划馆和档案馆总建筑面积３．５万平方米，其中地上２．７万平方米，地下

８０００平方米。 “一场三馆”计划投资６亿元，预计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即可建成投入

使用。

在一幅效果图上记者看到，两座创意独具、造型别致的建筑分立广场正南

端，两座建筑间，大型喷水池纳绿吐翠，将古朴典雅的建筑映衬得韵味无穷；广

场上，绿草如茵，树影婆娑，市民们徜徉其间，其乐融融…… “广场为市民提供

了休闲活动的空间，‘三馆’建成后都是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标志性建筑，‘一场

三馆’及其他一系列文化产业项目的建成，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蚌埠的文化品

位。”望着眼前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市大建办宣传部部长赵磊描绘着新蚌埠的

美好未来。

事实上，“一场三馆”只是我市２０１２年 “十大重点工程”中的一部分，与它

同列 “十大重点工程”的还有２００万平方米安置房、蚌埠二中新校区、综合客运

站、龙子湖环湖道路、东海大道贯通提升和城市中环线部分路段建设。

环湖路建设工程，是展示蚌埠新形象的精品工程，也是市民急切期待的工程

项目。该项目系环湖１８公里道路工程及水岸治理和景观建设等工程，起到沟通

公园各功能区的作用，成为景区内重要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游览观光道路。计划

总投资７亿元，工程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开工，２０１４年底竣工。

未来的龙子湖周边是啥模样？“环湖道路与城市和公园活动空间策略”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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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描述：打造东岸环湖景观道路一个趣味及生动的体验，将根据公园不同的

六个环境特征：山地文化公园、东部门户公园，康体休闲园区、湿地生态公园、

生态水岸村庄及森林修养区，按２０－３０公里每小时的行车速度来计算，全程通

行约３０分钟。以最佳的道路线形布局及形态展示各个区域不同的视觉体验，让

旅游者欣赏与理解各个区以及整个湖滨美景……

“环湖集聚、拥河发展”，在大建设的号角下，龙子湖两岸正在崛起两座新

城。湖东，湖东新城 （含高铁新区）初展雄姿；湖西，滨湖新区正在由蓝图变成

市民生活中的美景。淮河北岸，经过三年城市大建设，已是旧貌焕新颜。然而，

让人更为期待的是，明珠广场和淮河北岸滨河绿地景观建设。

今年８月，明珠广场项目规划方案通过审议，项目占地２４４亩，分南北两个

广场，中间为宽１００米的景观轴，规划布局市民休闲广场、灯光叠泉、历史长

河、景观灯柱、演艺舞台等。广场与即将建设的淮河北岸滨河景观带相连。项目

建成后，将与滨河景观带融为一体，成为城市新的亮点和淮上区的 “城市客厅”。

新魅力 宜居宜业宜游

安居才能乐业，乐业方能敬业。城市大建设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的面貌，更

改变着这座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

“城市大建设，就是要提升珠城市民的幸福指数”，市大建办主任王宏说，市

委、市政府作出三年大建设的决策后，就把建设幸福美好的皖北中心城市作为工

作目标，围绕这一目标，通盘谋划，协调发展，着力在拓展城区面积，增强城市

承载能力，提升城市形象，改善人居环境上下功夫。

蚌埠是安徽省最大的老工业基地，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经济发展多年徘徊不前，由于投入不足，不仅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很多，老城

区大量的棚户区也无力改造，许多居民多年生活在低矮破旧狭小的棚户区内，居

住条件急需改善、生活质量亟待提高。

经过调查，市区共有棚户区１０４个，占地面积１３４７３亩，需征收房屋５５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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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结合城市总体规划，我市编制了 《蚌埠市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布

局规划》，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作为改善民生

的重要抓手，作为提升城市形象和发展经济的重大举措，决定利用三年时间基本

完成棚户区改造任务。两年多来，共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６９个，累计完成征收

住宅５０４万平方米；安置房累计开工４１４万平方米、５０２８８套；竣工１６４万平方

米、２０４８０套；完成回迁１０２０７户。两年多来，仅棚户区改造共完成投资８５．３９

亿元。钓鱼台、泗水桥等一大批项目的拆迁完成，改善了城市面貌，提高了城市

品位，１０２０７户住户困难群众实现安居梦。

“无论是旧城改造，还是新区建设，都坚持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市城乡规

划局总规划师汪云东告诉记者，在大建设规划的指导思想下，进一步优化城市空

间布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人居环境。

在大建设过程中，对中部老城区加大投入，实施了胜利路综合提升改造、火

车站站前广场交通组织，南山路中段、淮河路中段、胜利路－解放路立交桥维修

改造、体育路打通工程。中山街、中荣街等支路改造近５０条。棚改中坚持 “有

所不建”，在长青路、涂山路、师范附小等寸土寸金之地 “留白”建设了１２个游

园。在城市新区，积极推进环境综合治理，龙子湖风景区建设、张公湖综合治

理、淮河滨河岸线的治理等，进一步改善了生态环境，让蚌埠的山水特色更加鲜

明。２０１０年我市成功创建了省级园林城市，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３７％。龙子湖

公园北公园对外开放，新增城市绿地３９５公顷，正在建设和即将规划建设的市民

广场、明珠广场、淮河北岸滨河景观带等不久又将成为市民休闲活动的新去

处……

新契机 蚌埠崛起引擎

大建设外塑形象内强素质，更培养了干部群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蚌埠崛起

将从这里启航。

“区域经济竞争中，最大的资源是城市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安徽财经大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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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理学院陈宏军教授指出，在区域发展中，对资金、项目和人才的吸引不只是

一种单一的力量，它更需要城市的影响力和综合实力。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

城市形象、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将赋予城市以极大魅力，这种魅力直接提升了城

市的综合竞争力。近两年来，蚌埠经济在宏观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能够 “弯道

超车”，在全省争先进位，与大建设带来的成果密不可分。

事实上，近两年来，一大批巨无霸企业在蚌埠落户就直接得益于大建设给城

市带来的新变化。浙江嘉恒、浙江森禾、大连万达、福建特步、福建龙兴等企业

集团相继入驻，正是看中了蚌埠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

和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同时还有干部凝心聚力干实事的精神风貌。蚌埠万达广

场总经理关永基在 “区域发展与蚌埠崛起论坛会”上坦陈，万达集团之所以选择

蚌埠作为安徽继合肥之后建设万达广场的第二个城市，正是看中了蚌埠城市发展

的美好前景。

据了解，三年大建设，共安排各类项目３００余项，总投资１０００亿元。至目

前为止，大建设已完成投资３２５．６亿元。其中２０１０年实施城市大建设项目６７

个，完成投资６９．８亿元；２０１１年实施大建设项目１０３个，新增项目５８个，完成

投资１０５亿元；２０１２年实施大建设项目１１７个，新增项目６５个，计划完成投资

１５０．５８亿元，前三季度已完成投资１２９．３４亿元。

三年城市大建设，建起了城市新形象，提升了对蚌埠发展的信心指数，提振

了干部群众的精气神。

推进大建设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以逾越的坎，拆迁更被喻为 “天下第一难

事”。如何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保证拆迁工作不拖后退，许多干部 “五

加二”、“白加黑”地工作，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征迁工作的 “蚌埠之最”；在建设

项目审批环节，构建了基本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大平台，改部门依次运作的 “串联

审批”，为多个部门 “联合审批”，通过整合流程、人员，分段办理， “一表制”

收费，联合图审、验收，压缩审批服务时限，实现基建审批提速提效。对大建设

项目行政审批开通 “绿色通道”，由市行政服务中心及相关服务窗口提前介入，

按照 “特事先办、急事快办、易事即办”的原则，实行无障碍行政审批服务。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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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广场，２０１１年６月开始拆迁，１１月份开工建设，从征地拆迁到商品房预售仅

用了１１个月；花鼓灯嘉年华，从征地拆迁至开工建设、开门营业，仅用了１０个

月时间；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今年４月开工建设，目前２０栋厂房已全面封顶，

累计完成投资４．２亿元。

三年大建设积累了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经验，锻炼了队伍，在投融资、征迁拆

违、项目征询、报建审批等方面创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运作机制，这些必将成

为以后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宝贵财富。更重要是，通过三年大建设，锻炼了一批干

部队伍，在全市形成了干事创业的氛围，这种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态度、

凝心聚力谋发展工作精神，都是蚌埠崛起的内生力量。近两年来一直关注蚌埠建

设的省建设厅副总工程师高冰松对三年大建设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城市变大了，变美了，生活在这样的城市，我们倍感自豪！”采访中，市民

对三年大建设给城市带来的变化感到惊喜，同时对蚌埠的崛起更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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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Ｐ模式 “招亲”社会资本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一个新词正在中国大地迅速升温，并成

为各级政府探讨研究并积极付诸实施的内容。这个新词就是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的 “ＰＰＰ模式”。

ＰＰＰ模式，意为政府、社会资本合营模式。有关专家认为，原有的

城镇化建设主要依赖财政、土地的投融资体制弊端已现难以持续，ＰＰＰ

模式抓住了有效解决城镇化融资需求这一关键环节，有利于吸引社会资

本，拓宽城镇化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

在近期公布的安徽省首批４２个城市基础设施ＰＰＰ试点项目中，我

市共有三个项目名列其中，目前有关部门正抓紧推进ＰＰＰ项目的试点

工作。专家表示，ＰＰＰ模式试点，一方面为社会资本开辟了一条参与我

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途径，另一方面也将为我市城镇化建设注入源头

活水。

试点：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引 “活水”

最近一段时间，市园林管理处主任赵超着实忙碌，一边积极寻找国内知名

ＰＰＰ模式咨询机构合作，进一步细化曹山森林公园ＰＰＰ项目方案，一边与市招

标局对接，洽谈项目的招投标事宜。今年９月２９日，省政府公布全省首批４２个

城市基础设施类ＰＰＰ项目，曹山森林公园作为生态环境类项目位列其中。

同时被纳入首批全省城市基础设施类ＰＰＰ模式试点的，还有第一污水处理

厂及城市排水管网及泵站管养、临港产业园道路一期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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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全省首批ＰＰＰ模式试点，意味着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进一步引来

源头活水”。提起ＰＰＰ模式试点，ＰＰＰ项目相关负责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过去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几乎全部依赖政财投入，这对于资金需求量巨大的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而言，往往感到力不从心。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引入ＰＰＰ模式，通过创新投融资模式，可以释放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活力。我市列入ＰＰＰ模式试点，必将激活社会资本投

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从而加快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对推进我市

城镇化建设意义重大。

“成为ＰＰＰ试点项目，曹山森林公园建设的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工作在城

市园林管理第一线，赵超对城市园林建设与城市品位形象的关系体会尤深，“现

在评价一个城市的品位和形象，不是看楼有多高路有多宽，而是看这个城市的生

态环境情况”，这就好比生活富裕了，就要看谁最能够提供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曹山位于龙子湖东岸，原是蚌埠的城郊山。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突飞

猛进，城市框架进一步拉开。这个过去城郊山已然变成了 “城中山”。基础设施

落后，没有相关服务配套，山林的旅游和休憩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为了更好地发

挥山林的生态环境效益，让它更好地造福于市民，两年前市园林处就建设曹山森

林公园项目进行谋划。然而城市园林建设投资渠道单一的现状，使这一项目不得

不进入 “排队”之列。“采用ＰＰＰ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拓宽了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渠道，这一项目可望很快造福广大市民”。

对于ＰＰＰ模式试点同样报以期待的还有蚌埠经济开发区临港办主任姚启胜。

翻开长淮卫临港开发区规划图册，展现在眼前的是鲍家沟沿线及淮河南岸美好的

生态环境，在花园式的开发区内，布局着现代化的港区及科技产业园区，不久的

将来，这里便是一个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临港新城。

望着美好的蓝图，姚启胜也颇为忧心：蓝图十分美好，毕竟还只是蓝图，要

把美好的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在这条由蓝图通往现实的道路上，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便是 “梦想照进现实”的起点。“粗略估算一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至少需要１００个亿”，姚启胜坦言，长淮卫临港开发区建设的难点和突破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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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招商引资的基础，没有良好的

基础设施条件，招商引资就成了镜中花水中月。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难就难在

一个 “钱”字。

１００亿元，钱从何来？政府融资平台不可能再背负这么沉重的包袱，传统的

依靠财政投入建设城市基础建设的模式已不现实。但建设和发展都是硬道理，只

有创新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模式，才能保障开发区稳定快速推进，此次临港开

发区道路一期列入全省首批ＰＰＰ模式试点，对于破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

缺难题，无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社会资本潜力巨大，如能成功试点，在非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

新模式上将是一个创新和突破，这不仅对于长淮卫临港开发区建设意义重大，也

可以为其他非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样本。“ＰＰＰ模

式是一个新概念，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是按照试点要求，学习相关知识，理解、

消化和吸收，并在下一步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努力将ＰＰＰ模式在长淮卫临港

开发区落地开花”，姚启胜向记者表示。

创新：实现公共利益和市场利益双赢

ＰＰＰ模式，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迅速升温的一个 “热词”。这一城市基

础设施领域投融资新概念，不仅是ＰＰＰ试点项目负责人学习的对象，也成为各

级政府官员以及学者研讨的对象。

“之所以各级各部门都很重视，在于ＰＰＰ模式，不仅是一次微观层面的 ‘操

作方式升级’，更是一次宏观层面的 ‘体制机制变革’。”在安徽财经大学区域经

济研究所所长唐敏看来，目前，ＰＰＰ模式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市场发

挥决定性作用、快速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等

机制变革的高度。

“ＰＰＰ模式来源于英国”，唐敏介绍，“ＰＰＰ”是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ｐ的字母缩写，本意是 “公私合营模式”，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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