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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为合肥市城市建设专业志，主要记述
’

合肥市城市建设事业发展的基本面貌。记述范围

包括市区、郊区及蜀山镇(市属三县各另修县志)， ’

． 文中凡涉及三县处，均注明o
，．

一

。

、二、本书除：‘概述”外，计有15章63节312
目。照片集中于篇首，图表随文设置o ：

． 三、本书记事i对历史久远的事物作适当的追

溯，余则记自其发端；下限大致迄于1992年，少数。
内容有所伸缩o

四、文中凡需使用简语，在首次出现时，均冠

以全称。如“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简称
． “市建委”；又如“环境卫生”简为“环卫”o余类推o
， 。五、本书资料，大部分录自图书、档案管理部

门和各相关单位。鉴于历史的原因，有的资料缺

项，加上编者水平有限，欠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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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素以“三国故地，包拯．，

家乡"著称于世。在漫长的封建岁月里，这座古城发展缓

慢，直到1949年解放时，仍然是座各项设施都非常落后
{ 、 ．

，

的城市。 ．。，i，． ．．‘j．．：，、。，
’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合肥人

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使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合肥市的

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市面

貌日新月异。今日合肥，正抓住机遇，克服前进道路上的
困难。朝着建设现代化大城市的方向迈进。在这样的大．

好形势下，合肥市首部反映城市建设历程的专志——《合
肥市城市建设志》一书编成。令人欣喜，值得祝贺。．， 。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有益当代，

惠及后世。
’

。

r‘

<合肥市城市建设志》融地方性、时代性、科学性于一，

体，采用横分门类、纵记史实的编排方法，秉笔直书，叙而
●

，

- 。

j

{O



合肥市城市建设志

不议，客观忠实地记录了合肥城市建设的历史和现状。

资料翔实，条理清晰。其内容涉及面广，包括合肥城市建

设的各个方面；地方特色突出，完全沿着历史发展的轨
迹。这对于今后人们更好地认识合肥，研究合肥城市建
设的工作经验，加强城市管理，振兴合肥，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

，

．．
．

‘

近年来，合肥城市建设战线上的广大职工，锐意创
新，励精图治，在旧城改造、新区开发、园林绿化、环境卫
生、环境综合整治以及其它诸多方面，都创造出了瞩目的

成就o‘市委、市政府“开放开发、再造新合肥”的号令鼓舞
人心。殷切期望关心合肥，尤其是直接参与合肥城市建
设的‘同志们，能够运用书中提供的珍贵资料，获取有益的

启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继往开来o
。

人民大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尽管<合肥市城市建

设志》的编者及为之提供资料的备单位有关人员，认认真
真地筛选，勤勤恳恳地笔耕，却难以尽善尽美地记下城市

建设者们的丰功伟绩。合肥的城市建设，仍然有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我们必须坚持“人民城市
人民建”的方针，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把合肥建成“大、’
快、美、强”的现代化大城市，再创新的辉煌o“、．∥ 。．．+y。



录 1

目‘ 录

序言 ．

{溉i；苤⋯························⋯···⋯⋯···⋯⋯⋯·········⋯············1

第一章管理机构⋯⋯⋯⋯⋯⋯⋯⋯⋯⋯⋯⋯⋯⋯⋯⋯⋯⋯⋯9

’第一节合肥市城市建设局⋯⋯⋯⋯⋯⋯⋯⋯⋯⋯⋯⋯⋯⋯9

第二节合肥市基本建设委员会⋯⋯⋯⋯⋯⋯⋯⋯⋯⋯⋯．10

．第三节合肥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11

第二章城市规划⋯⋯⋯⋯⋯⋯⋯⋯⋯⋯⋯⋯．-．．．．⋯⋯⋯⋯16

第一节民国37年(1938)规划⋯⋯⋯⋯⋯⋯⋯⋯⋯⋯⋯⋯20

第二节1956年规划⋯⋯⋯⋯⋯⋯⋯⋯⋯⋯⋯⋯⋯⋯⋯⋯22

第三节合肥市工业区规划意见⋯⋯⋯⋯⋯⋯⋯⋯⋯⋯⋯30

第四节1959年规划⋯⋯⋯⋯⋯⋯⋯⋯⋯⋯⋯⋯⋯⋯⋯⋯34

第五节1963年规划⋯⋯⋯⋯⋯⋯⋯⋯⋯⋯⋯⋯⋯⋯⋯⋯38

第六节1982年规划⋯⋯⋯⋯⋯⋯⋯⋯⋯⋯⋯⋯⋯⋯⋯⋯4l

第七节1992年局部调整规划⋯⋯⋯⋯⋯⋯⋯⋯⋯⋯⋯⋯50

第八节专业规划⋯⋯⋯⋯⋯⋯⋯⋯⋯⋯⋯⋯⋯⋯⋯⋯⋯56

第九节分区规划⋯⋯⋯⋯⋯⋯⋯⋯⋯⋯⋯一⋯⋯⋯⋯⋯58

第十节详细规划⋯⋯⋯⋯一⋯⋯⋯⋯⋯⋯⋯⋯⋯⋯⋯⋯62

第十一节规划管理⋯⋯⋯⋯⋯⋯⋯．．．⋯⋯⋯⋯⋯⋯⋯⋯65
第十二节城市测绘⋯⋯⋯⋯⋯⋯⋯⋯⋯⋯⋯．．．⋯⋯⋯⋯68

第三章城市园林绿化⋯⋯⋯⋯⋯⋯一“⋯一⋯⋯⋯⋯⋯⋯⋯74

第一节城市绿化建设⋯⋯⋯⋯⋯⋯⋯．．=：⋯：⋯⋯⋯⋯⋯·76

第=节游览区⋯⋯⋯⋯⋯⋯⋯⋯⋯⋯⋯j⋯⋯⋯⋯⋯⋯-·89

第三节动物园建设⋯一⋯⋯⋯⋯⋯⋯⋯⋯⋯⋯⋯⋯⋯⋯儿l
第四节园林科研及教育⋯⋯⋯⋯⋯⋯⋯⋯⋯⋯⋯⋯⋯⋯112

，第五节园林绿化管理⋯⋯⋯⋯⋯⋯⋯⋯⋯一⋯⋯⋯⋯⋯114

第四章市政建设⋯⋯⋯⋯⋯⋯⋯⋯⋯⋯⋯⋯⋯：⋯⋯⋯⋯一117



2 台肥市婷’市建设志

第一节道路⋯⋯⋯⋯⋯⋯⋯⋯⋯⋯⋯⋯⋯⋯⋯⋯⋯⋯⋯“7

第二节桥梁⋯⋯⋯⋯⋯⋯⋯⋯⋯⋯⋯⋯⋯一⋯⋯⋯⋯⋯155

第三节路灯⋯⋯⋯⋯⋯⋯⋯⋯⋯⋯⋯⋯⋯⋯⋯⋯⋯⋯⋯168

。第四节排水⋯⋯⋯⋯⋯⋯⋯⋯⋯⋯⋯⋯⋯⋯⋯⋯⋯⋯⋯172

第五节防洪⋯⋯⋯⋯⋯⋯⋯⋯⋯⋯⋯⋯⋯⋯⋯⋯⋯⋯⋯191

第五牵公共交通⋯⋯⋯⋯⋯⋯⋯⋯⋯⋯⋯⋯⋯⋯⋯⋯⋯⋯201

第一节舍肥市公共交通总公司⋯⋯⋯⋯⋯⋯．．．．⋯⋯⋯⋯201

第二节合肥市出租汽车旅游总公司⋯⋯⋯⋯⋯⋯⋯⋯⋯214

第六章城市供水⋯⋯⋯⋯⋯⋯⋯⋯⋯⋯⋯⋯⋯-⋯⋯⋯⋯220

第一节供水水源⋯⋯⋯⋯⋯⋯⋯+⋯⋯⋯_⋯_⋯⋯⋯⋯221

第二节水厂建设⋯⋯⋯⋯⋯⋯⋯⋯⋯⋯⋯⋯⋯⋯⋯··：⋯223

第三节供水管网·：·j⋯⋯⋯⋯⋯⋯⋯⋯⋯：：⋯⋯⋯⋯⋯⋯227
第四节经营管理⋯⋯⋯⋯⋯·j⋯⋯⋯⋯⋯⋯·’⋯⋯⋯⋯⋯228

第七章城市燃气⋯⋯⋯⋯⋯⋯⋯⋯⋯·⋯⋯⋯⋯⋯⋯⋯⋯··235

第一节煤气工程⋯⋯⋯⋯⋯⋯⋯⋯⋯⋯⋯⋯⋯⋯⋯⋯⋯236

第二节煤气生产⋯⋯⋯⋯··：⋯⋯⋯⋯⋯⋯⋯⋯⋯一⋯⋯240
。。第三节输配⋯⋯⋯⋯⋯⋯⋯⋯⋯⋯⋯⋯⋯．．．⋯⋯⋯⋯⋯243

第四节经营⋯⋯⋯⋯⋯⋯⋯“⋯⋯⋯⋯⋯⋯⋯⋯⋯⋯⋯·245

第八章房地产管理⋯⋯⋯⋯⋯⋯⋯⋯⋯⋯⋯⋯⋯⋯⋯⋯⋯247

：第一节．公房管理⋯⋯⋯⋯⋯⋯⋯⋯⋯⋯⋯⋯⋯⋯⋯⋯⋯248

第二节私房管理⋯⋯⋯⋯⋯⋯⋯⋯⋯⋯⋯⋯⋯：⋯⋯⋯一264

第三节地产管理⋯⋯⋯⋯：⋯⋯⋯⋯⋯⋯⋯⋯⋯⋯⋯⋯一277

第四节住房制度改革⋯⋯⋯⋯⋯⋯⋯⋯_⋯⋯⋯⋯⋯⋯286

第九章旧城改造⋯⋯⋯⋯⋯⋯⋯⋯⋯⋯⋯⋯⋯⋯⋯⋯⋯⋯291

第一节中心路段改造⋯⋯⋯‘⋯⋯⋯⋯⋯⋯-．．．⋯⋯⋯⋯⋯293

-第=节商业市场建设⋯⋯⋯⋯⋯⋯一⋯⋯⋯⋯一⋯⋯一296

。第十章房屋开发⋯⋯⋯⋯⋯⋯⋯⋯⋯⋯．．．⋯⋯⋯⋯⋯⋯⋯301

第一节新建住宅小区⋯⋯⋯⋯⋯⋯⋯⋯⋯·-⋯：．，．’⋯⋯⋯302

。第二节新建高层建筑⋯⋯⋯⋯⋯⋯⋯··：⋯⋯⋯⋯⋯⋯⋯315

第三节商品房经营⋯⋯⋯⋯⋯⋯⋯⋯⋯⋯⋯⋯⋯⋯⋯⋯323

．第十一章环境保护⋯⋯⋯⋯⋯⋯⋯⋯⋯⋯⋯⋯⋯⋯⋯⋯⋯335

t第一节·环境状况⋯⋯⋯⋯⋯⋯⋯⋯⋯⋯⋯⋯．．-⋯⋯⋯⋯337



7 目 录． 3

．第=节

‘第三节
。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四章

第一节
第=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十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环境污染⋯⋯⋯⋯⋯⋯⋯⋯．．．⋯⋯⋯⋯⋯⋯⋯⋯348

环境监测⋯⋯⋯⋯⋯⋯⋯⋯⋯⋯⋯⋯⋯⋯⋯⋯⋯3．52

环境治理⋯⋯⋯⋯⋯⋯⋯⋯⋯⋯⋯⋯⋯⋯⋯⋯⋯355

环境保护管理⋯⋯⋯⋯⋯⋯⋯⋯⋯⋯⋯⋯⋯⋯⋯3．59

环境卫生⋯⋯⋯⋯⋯⋯⋯⋯⋯⋯⋯⋯⋯⋯⋯⋯⋯364

环境卫生治理⋯⋯⋯⋯⋯⋯⋯⋯⋯⋯⋯⋯⋯⋯⋯365

环卫设施⋯⋯⋯⋯⋯⋯⋯⋯⋯⋯⋯⋯⋯⋯⋯⋯⋯369

职工队伍⋯⋯⋯⋯⋯⋯⋯⋯⋯⋯⋯⋯⋯⋯⋯⋯⋯372

市容管理⋯⋯⋯⋯⋯⋯：⋯⋯⋯⋯⋯⋯⋯⋯⋯⋯“373

城建档案⋯⋯⋯⋯⋯⋯”_⋯⋯⋯⋯⋯⋯⋯⋯⋯一．375
档案业务⋯⋯⋯⋯⋯⋯⋯⋯⋯⋯⋯⋯⋯⋯⋯¨⋯376

档案管理⋯⋯⋯⋯⋯⋯⋯⋯⋯⋯，．．⋯⋯⋯⋯⋯⋯·378

档案馆藏⋯⋯⋯⋯⋯⋯⋯⋯⋯⋯⋯⋯⋯⋯⋯⋯⋯383

建筑业⋯⋯⋯000"000”一⋯⋯⋯⋯⋯⋯⋯⋯⋯⋯⋯·390。
勘察设计⋯⋯⋯⋯⋯⋯⋯⋯⋯⋯⋯⋯⋯⋯⋯⋯⋯39l

施工队伍⋯⋯⋯⋯⋯⋯⋯⋯⋯⋯⋯⋯⋯⋯⋯⋯⋯398

建筑管理⋯⋯⋯⋯⋯⋯⋯⋯⋯⋯⋯⋯⋯⋯⋯⋯⋯405

施工技术⋯⋯⋯⋯⋯⋯⋯⋯⋯⋯⋯⋯⋯⋯⋯⋯¨4．18

建筑工程选介⋯⋯⋯⋯⋯⋯⋯⋯⋯⋯⋯⋯⋯⋯⋯426

建材工业⋯⋯⋯⋯⋯⋯⋯⋯⋯⋯⋯⋯⋯⋯⋯⋯⋯433

管理机构⋯⋯⋯⋯⋯⋯⋯⋯⋯⋯⋯⋯⋯⋯⋯⋯⋯434

：f}：．!【匕⋯⋯···⋯··-⋯······⋯⋯··········⋯⋯·-⋯······439

产品⋯⋯⋯⋯⋯⋯⋯⋯⋯⋯⋯⋯⋯⋯⋯⋯⋯⋯⋯449

，乙



。： ：：兰 兰一． ：理二!：
』

●

’‘ ’

’ 。
“

，

‘

：+

●

I
，

-

-● ．

‘

、1‘
．

t

’ ，”’“?，概’·j述’· ，

。

+’。． {t ·。

’’ ’4

÷， ’， · 、

! ．。，‘· 。，， 卜
一．‘‘

～一
’．．。

： 合肥，别称庐州，位于江淮丘陵地区中部，辖四区三县一镇，面

积7266平方公里(含三县)。1994年，全市人12 402．71万(含三

县)，市区人12 112．66万，其中非农业人口86．68万；城市建成区
， 面积8l平方公里。这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自秦朝置县以

来，历经几度兴衰变迁，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史可追溯到汉代。
、

‘汉代的合肥丑p为“全国18个较大城市之一”。当时合肥“故

城”筑在南淝河北岸(水西门外约2华里处)。三国时期，魏吴在合

。 肥交兵长达32年之久，使合肥城毁于兵燹，遂依鸡鸣山筑合肥“新
，， 城”(今老城西北三十里古城村一带)，史称“三国新城”。东晋时

期，“新城”毁废。隋开皇五年(585年)改筑土城(今老城区南半

部)。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在“淝河南岸岗阜高地”筑“金斗

城”；南宋时又拓其北，建“斗梁城”。此为后来合肥城的基础。当
‘

时的庐州，城高池坚，周围二十六里，城墙高两丈八尺有余，城基宽

百尺以上。金兵曾屡攻不下，时称“铁庐州”。清政府为防御农民

起义，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征用皖属34州县的人力、物力，

耗白银11．万4千两重修庐州府城。将城墙全部用大块青砖砌成。

到1949年解放时，合肥城墙内的老城区面积为5．2平方公里，实

际建成区只有2个多平方公里。城区有泥结碎石、条石道路6．9

公里，总面积5．9万平方米；有房屋99万平方米，大部分是土墙草

顶或砖墙小瓦平房。垃圾成堆，污水横流，一片萧条。
’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从此，合肥城市建设开创了历

史的新纪元。取得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成就。 ·

三年恢复时期，中共合肥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医治战争创伤
‘

的同时，即着手对老城区进行整建，采取以工代赈等办法，组织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合肥市城市建设．之

民整修街道。加固桥梁．拆除旧城墙，并在其基址上4至筑环城马路j

营造环城林带。1951年，兴建了合吧市第一座人民公司——逍遥

‘津公园。1952年，按省会城市要求绘制了i街道计划图)，确立了

?重点改造老区．逐年向外发展”的方针。这一时期翻修了淮河路

东段和安丧路东段，维修、拓宽了宿州路中段。到1952年，城市建

成区面积扩大到9．8平方公里．道路总长度增加到27．2公里。

．“一五”时期。合肥在整修利用老城的同时，开辟了东郊、北郊

工业区。到1957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发展到20．7平方公里。五

年累计完成城市建设投资1777万元。城市道路、排水等市政设施

逐年增加；城市供水、公共交通等公用设施从无到有。1954年，第

一条横贯老城区东西的主干道长江路，在原前大街、小东门街、西
’

门大街的基础上拓宽建成。道路宽度由5至7米拓宽到25米，车

行道两侧铺设预制混凝土人行道板．下敷排水管道，沿街逐步设一

些大中型商店和公共建筑，1956年又在快车道上浇铺了沥青路

面。胜利路、徽州路和芜湖路也先后得芋!J改建、拓宽i 1954年1l。

月，合吧市第一个自来水厂建成送水．日供水能力6000吨。1956

年2月1日，由火车站至安徽农学院的合肥市第一条公共交通营 ．

运路线开通。10辆公共汽车首次投入营运。 ．， ，

“二五”时期．合肥城市建设先快后慢，波动较大。1958年至

1962年完成城建投资1656万元．比“一五”时期减少121万元。

1958年4月，《合吧市工业区规划意见>编制出来。并经中共安徽

省委同意付诸实施。“二五”头三年．西南工业区初步建立。这样，

以老城为轴心，向东、北、西南郊伸展三翼的“风扇形”城市总体格

局雏形基本形成：为适应扩建东郊工业区、开发北郊工业区和新

建西南工业区的需要．这一时期拓宽了金寨路、宿州路北段和合安．

公路．开辟了阜阳北路、合作化路和望江路．兴建了二水厂。1958

年，库容2．47亿立方米、集城市防洪蓄水功能于鼍体的董铺水库

在西郊建成。“二五I后两年．城市建设落入低谷。 ，·，

． 三年调整时期．合肥城市建设仍处于窘迫境地。1963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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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仅完成城建投资354万元。1965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二五”期末的52．4平方公里缩减到50．3平方公里。

。’“文化大革命”中．城市规划、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机

。构被撤销，部分规划、建设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被迫下放劳动或改

行，城市建设管理失控，乱搭乱建现象大量出现。在“先生产。后生

活”、“重生产，轻城建”等错误思想影响下，一些工业项目建设设施

不配套．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步履维艰。1966年至1976、

年，完成城市建设投资1656万元．年均仅151万元，不足头两个五

年计划期间年均343万元的一半。到1978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只

有50．48平方公里。只比1965年增加0．18平方公里。城市住房

紧缺，交通拥挤，供水不足，排水不畅，比例失调。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合肥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1980

年10月，合肥市城市总体规划经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上报国务院审

批。自1983年以来。围绕着贯彻实旄国务院批准的(合肥市城市

总体规划’和复函的精神。合肥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进入全

面发展的新时期。从1984年到1994年，建设部在合肥召开了3

个对全国城市建设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分别把合肥旧城改建、园林

绿化和住宅小区建设的经验推向全国，写下了合肥城建史上最为

光辉的篇章。
“

旧城改建和住宅小区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 解放后，合肥旧

城区虽几经改造，但因资金少、拆迁难．直到七十年代宋仍遗留着

大量破旧房屋。建筑物平均层数为1．79层，简陋平房占全部房屋

的49％。1982年6月5日，国务院批准了<合肥市城市总体规

划>。’1983年8月．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总体规划》，

制订了“收缩布局、控制征地、合理填补充实、分段改造旧城”的“城

内翻新、城外连片”的近期城市建设方针。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

员会和长江路、金寨路改造工程指挥部(现为市城市改造工程指挥

部)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在旧城改建方针、资金筹集和拆迁安

‘置等方面大胆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打破了过去那种由建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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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各自为政、分散建设的体制，探索并试行了“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新体制。采取统一规划、拆迁、施工和

开发经营的办法，把分散在各个建设单位的建设资金、计划集中起

来，对旧城区进行了“社会化”的改造建设。’ 。

、，

1983年10月3日，合肥旧城改造的序幕在长江路西段拉开。

180万元投资中的80％是社会资金；500米路段两侧旧房拆迁，仅

。用了10天时间；美观适用的两层楼，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入使用

只用了80天。短短3个月，这一带就面貌一新。这一成功的实

，践，对合肥乃至全国旧城改建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 一

， ： 1984年初开始的金寨路北段1．05公里地带大规模的改建工

程，共拆除破陋房屋4．1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5．7万平方米。使这，

一带成了合肥新的商业、文化中心。合肥市吸引社会资金、运用经

营方式、统一规划、统筹管理协调、整街成片地改造旧城的做法经

实践取得成功。建设部于1984年12月22日至27日，在合肥市

，稻香楼宾馆召开了全国旧城改建经验交流会议，把合肥市改革建

设投资体制，试行综合开发，加快旧城改建的经验迅速推向全国。

1986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上，合肥城

市改造建设中探索出的“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

·设”的16字经验得到肯定。后来，这16个字加上“因地制宜”四个

字，载入了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成为我

国备城市旧区改建和新区开发必须坚持的原则。． 。

’自1983年至1994年，合肥市拆除破旧房屋230余万平方米，

’建成多层、高层搂房1100万平方米：到1994年，城市房屋总面积

已发展到2529万平方米．巳建成高层建筑73幢，最高的建筑是

26层的交通银行合肥分行大楼．高度达102．5米；已布点、开工建

设的高层建筑有75幢；正在规划建设的高层建筑有74幢。老城

区的交通状况明显改善：打通了寿春路、蒙城路。使老城区东西、南

北方向各增加了一条45米宽、快慢车分行、三块板结构、混凝土路

面的千道；长江路、金寨路北段拓宽为三块板结构的道路，使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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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区干道骨架由“十”字型变成了“井”字型。市区兴建了两座人行

天桥、3个停车场和2个集中供热站，并从旧城区迁出15家污染

严重的工厂，建成了城隍庙市场、七挂塘市场、绿都商城等21个大

中型商场和7座金融大楼．基本适应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换的需要。 ．

在改造旧城的同时。合肥市还同步进行了住宅小区开发。建

设部门和房地产开发公司采取预收购房款、发行住宅有奖债券和

代建、定向开发等多种形式，把分散在千家万户的住房资金聚集起

来，集中用于住宅小区的成片、配套建设。从1978年尝试住宅经

营统建到1994年这16年间，全市先后开发建设了太湖、铜陵、蜀

山、钢铁、合浦、光明、寿春、西园、公园、毫州、宁国、濉溪、琥珀、南

园、可苑、绿都等20多个住宅小区和组团，加上一些建设单位新建

的房屋，使城市住宅建筑面积由407．8万平方米增加到1235万平

方米。在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不仅使城市人均居住面积

由1978年的5．5平方米增加到1994年的7．8平方米，而且使居

住的环境和功能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由中国房屋开发公司合肥

公司组织开发的西园新村，被国家推荐参加了联合国人居中心在

意大利举行的发展中国家住宅技术大奖赛，荣获“利古里亚”国际

特别荣誉奖。琥珀山庄南村获得全国城市住宅试点建设金牌和规

划、设计、麓工质量、科技进步和优秀领导等全部最高奖，并获中国

建设行业最高奖——“鲁班奖”。负责具体组织这一试点建设的合

肥市城市改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受到省政府通令嘉奖，合肥市建

委等53个单位受到市政府表彰。 一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为解决城建资金被当作市机动

财力挤占挪用问题，从1979年起，合肥市委、市政府决定把城建资

金射给建委统一归口管理。．为缓解城建资金紧缺问题，从1984年

起，经省、市政府批准，先后开征了征地综合开发费、市政配套费、

排水费、自来水增容费、煤气增容费、防洪设施建设维护费等，并利

用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政府贷款，加快供水、供气和污水处

～卜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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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施建设，增加对城市基础设簏建设的投入。1979至1904年。

合吧市累计完成城市基础设施投资15．93亿元。相当于前30年投

资总和的25．51倍。在城市道路、供水、供气、防洪和公交等方面

建成了60多项骨干工程。不仅打通、拓建了市中心区干道中的两

纵两横，而且还将城市出入口的长江西路(原蜀山路)、长江东路

(原蚌埠路)、金寨路、合裕路、美菱大道(原徽州路)和阜阳北路等

6条千道拓建成45米到60米宽的混凝土路面的通衢大道，为建

设现代化大城市拉开了道路骨架．也为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

开发区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道路交通条件。不仅如此．市区还新

建、扩建了与铁路相交的长江东路、当涂路和长江西路3座立交

。桥，建成了亳州路桥、寿春路桥．扩建了淮河路桥。1994年底。城

市道路总长度达497公里．总面积达659万平方米，人均占有道路

面积7．6平方米。在城市供水方面。先后建成了3个水厂，使日供

水能力由1978年的15万吨提高到1994年的75万吨，使合肥成

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供水超前发展的城市。4城市煤气从无到有，

1985年建成城市煤气一期工程，利用合钢焦炉余气向城市供气。

随后相继建成煤气二期、三期一步工程。至1994年，城市管道煤

气日供气能力达27．8万立方米，两气(煤气、液化气)用户发展到

1l万多户，气化率达45％。在城市防洪方面，全市党政军民对南

淝河、板桥河进行了清障清淤，新筑防洪堤墙34公里。新建、扩建

排涝泵站14座，提高了城市防洪能力。改变了过去那种“五年三

．淹”的被动局面。公交营运车辆由1978年的147台增加到1994

年的650台，另有出租小汽车和“面的”4200余辆，市民乘车难的

现象大为缓和．o环保工作步伐加快．全市建成各类污染处理设施

1000多台(套)，使城市工业废水处理率达76．6％．废气处理率达

70．8％，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90．8％0被列为国家、省、

市限期治理的13家重点水污染企业的21个项目，已完成13项。

、包河、银河污水截流工程建成。15万吨污水处理厂已开工建设。

1992年．台吧市被评为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长江中

●l{{●●J-●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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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也于1994年国陕前圆满完成．

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合肥乃至安徽的新形象。 ：。 ， ．

园林城市建设成效卓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合肥城

市园林绿化在总体规划上采取“以面为主、点线穿插”的布局方式．

在公共绿地建设上实行“以小为主、中小结合”的方针。在造园手法

上突破了封闭式园林布局，建设敞开式公园、游园、绿地，让公园景

物呈现街头。1994年与1978年相比，城市园林绿地面积由1129

公顷发展到1944公顷．人均占有公共绿地面积由1．32平方米增

加到7．3平方米。在普遍进行面上绿化的同时，环城公园、园林路

和西郊风景区等重点园林绿化工程建设起来。自1984年发动全

民全面动工兴建的总长8．7公里、面积达137．6公顷的大型环城

’公园．历时3年即基本建成。在全国3个环城公园中．唯有合肥环

城公园获得建设部1986年度优秀设计、优质工程一等奖。采用

·乔、灌树木与花草组合绿化的寿春路、蒙城路、长江西路等9条干

道，还有阜阳路南段融雕塑、喷泉、绿化于一体的花园街，都各具特

色。自1989年以来，合肥市B口以西郊风景区建设为突破口，在规

划的91平方公里范围内。结合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把丘陵岗地

的常规性农业改成生产干鲜果品的城郊型农业。发展早甜桃、板栗

等果木林7500亩，并在董铺水库边岸营建了35公里长的防护林。

从1991年开始，市每年都开展100个重点单位绿化达标和创建花

园式单位的活动。三年来已命名了40个花园式单位，已评选出了

120个绿化先进单位。自1984年号召市民参加环城公园义务劳

动以来．义务植树活动坚持不懈．经过10年的努力，合肥逐步闯出

了一条花钱少、见效快、贴近生活、服务群众的城市园林绿化路子，

形成了“城在园中、园在城中、城园交融、目城一体”的城市园林新

格局。1992年12月，合肥与北京、珠海一起被授予全国首批“园

林城市”称号。1994年4月22日至24日，建设部在合肥稻香搂

宾馆召开了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大会总结中称赞合肥

“作为‘园林城市’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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