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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打造亳州发展新的行政区研究 
高传晋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科研处  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十四五”时期，亳州市进入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亳州的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亳州市全面实施“六一战略”，

奋力走一条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之路。同时，也要清醒意识到在新阶段亳州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重大风险挑战。面对充满重大机

遇和风险挑战的新发展阶段，亳州市必须紧紧抓住国家、省级政策叠加效应的重大战略机遇，努力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激发内生动

力，积极迎接风险挑战，通过打造新的行政区来助力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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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uilding a new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Bozhou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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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Bozhou City entered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Bozhou.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Bozhou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s the "Six ones strategy" and strives to take a road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so be clearly aware that Bozhou'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is also facing some major risks and 

challenges.Facing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full of major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challenges,Bozhou city must firmly grasp the major strategic opportunity 

of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policies, strive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 board of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stimulate endogenous power 

and actively meet risks and challenges,through building a new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help build a modern and beautiful Bo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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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地处安徽省西北部，处在华北平原腹地，位于苏、鲁、

豫、皖交界处。亳州历史悠久，为商成汤、魏文帝、韩林儿三朝古

都。亳州区位优越，素有“南北通衢，中州锁钥”之称[1]，被誉为

“小南京”。亳州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是“天下道源，曹魏故里”，

华佗故乡。亳州市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被誉为“中华药都，华夏酒

城”。亳州市是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第一批“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中国长寿之乡”、“中国十佳绿

色城市”、“中国特色魅力城市 200 强”、“中国五禽戏之乡”、“全国

武术之乡”、“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

十大最具活力休闲城市”、第五届安徽省文明城市”、“全国象棋之

乡”。 

一、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亳州的新发展阶段：机遇与挑战

并存 

“十四五”时期，亳州市进入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亳州的新发

展阶段。目前，亳州发展面临着国家、省级层面诸多战略规划、政

策方案叠加的重大战略机遇。例如，“一带一路”建设，中原城市

群建设：《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安徽省实施

方案》，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安徽省

贯彻落实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实施方案》[2],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3]《长江三角洲地区

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

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安徽省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行动计划》《关于加强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

地建设的实施意见》《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

案》，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以

上规划、政策措施和方案中有许多涉及亳州、利于亳州发展的方方

面面。 

在新发展阶段，亳州市全面实施“六一战略”，坚持建设“一

都（世界中医药之都）一区（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一基地（长

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一城（华夏酒城）一市（文

化旅游强市）一中心（省际毗邻区域中心城市）”战略定位，奋力

走一条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之路。[4]同时，也要清醒意识到在新

阶段亳州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重大风险挑战。外部环境上，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肆虐全球的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外部经济发展大

环境存在一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因素，在经济全球化

曲折向前发展的今天，容易对亳州市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内部

因素方面，现阶段亳州市发展存在一些短板。例如，城乡发展不平

衡、不协调，行政区划不尽合理、只有一个市辖区，城镇化水平偏

低，群众收入不高等。 

二、新发展阶段对打造亳州新的行政区之必要性分析 

面对充满重大机遇和风险挑战的新发展阶段，亳州市必须紧紧

抓住国家、省级政策叠加效应的重大战略机遇，努力补齐发展短板，

持续激发内生动力，积极迎接风险挑战，通过打造新的行政区来助

力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 

新的行政区是协调亳州城乡发展的现实需要。近年来，亳州市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市中心城区和县城发展的更快。亳州市

中心城区正在加快建设百万人口大城市，三县也争取建成中等城

市。同时，亳州也存在发展不足、发展不快、发展不优，城乡发展

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通过打造新的行政区可以实现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二者的有效衔接。[5] 

新的行政区是解决亳州“一市一区”问题的客观需要。亳州市

所下辖的行政区仅有一个谯城区，三面被河南省环绕；亳州市位于

安徽省西北部，市区偏安市域西北一隅，与三县距离较远，对三县

的辐射力、带动力很弱；三县对亳州市的认同感、归属感不强。“十

四五”时期，安徽省在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方面，打算通过撤县设区、

撤县设市等方式稳妥调整行政区划，积极解决“一市一区”等问题。

安徽省现有 16 个地级市，现有亳州市、宿州市、池州市、宣城市 4

个地级市还存在“一市一区”问题。对此，亳州市可以通过在谯城

区与三县结合部，析谯城区南部、涡阳县西部、利辛县西北部、蒙

城县西北部，增设一区，作为市域副中心。这样既可以解决亳州市

“一市一区”问题，又可以增进县区之间的联系，发挥市区对三县

的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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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行政区是提高亳州城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2020 年，根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63.89%。安徽省城镇

化率 2019 年已达 55.81%。亳州市 2020 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45%，比 2015 年增长了 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仅为 21.8%，虽

然比 2015 年增长了 7%。纵向来比亳州市城镇化率近年来增长确实

很快；但横向来看，放眼全省、全国，亳州市城镇化率还是太低、

差强人意，城镇化水平低导致人均收入不高。打造新的行政区，可

以较快提高亳州市城镇化水平，持续增加居民的社会收入。 

三、新发展阶段对打造亳州发展新行政区的战略定位构想 

打造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

化和农业现代化“四轮驱动”“四化同步”道路，[6]形成以工带农、

工农互促，以城带乡、城乡互补，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共同繁荣、

共同富裕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把新的行政区积极打造成省级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集聚区。 通过开展“双招双

引”，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提升区域承载能力，实施工程项目建设,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努力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延长现代农业产

业链。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增加中药材种植品种、扩大中药材

种植面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生

产性服务业，提高健康养生、养老托育、文化旅游、家政物业等生

活性服务业。把新的行政区高水平打造成皖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

兴产业集聚区。     

打造城乡劳动力转移就业示范区。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创

业，在就业中自主创业、在创业中带动就业，持续开展“迎老乡、

回故乡、建家乡”和帮助青年学子返乡创业活动。促进重点人群就

业，通过就地城镇化，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等群体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把新的行政区建设成为城乡劳动力转

移结业示范区和示范基地。  

打造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

为中心，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抢抓“轨道上的亳州”“高速公

路上的亳州”“航道上的亳州”“翅膀上的亳州”的“四上亳州”新

机遇，构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通用机场等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推动农业农村转移人口向现代产业工人、市民转变，引导农

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完善医疗、工伤、失业、养老等社会

保险制度，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

把新的行政区打造成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成区。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7]牢牢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8]树立生态大系统观

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新家园。树立“生

态+”理念，推动产业发展绿色化生态化。培养生态消费、绿色消

费理念，树立绿色低碳、节约为荣的生活理念，推行绿色环保的生

活方式。把新的行政区打造成经济社会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全面转

型区。 

四、打造亳州发展新行政区的可行性路径探究 

新发展阶段打造亳州发展新的行政区，可以借鉴别的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些模式，分阶段、分步骤实施。在“十四五”时期，

多做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工程，在下个五年（“十五五”）规划实

施时期，甚至在 2035 年前，争取成功打造亳州发展新的行政区。 

（一）高新区模式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它是由各级政府批准成立

的科技工业园区，是为发展高新技术为目的而设置的特定区域。[9] 

第一步，采取高新区模式，在谯城区与三县结合部地带的中心，

选择交通位置优越、基础条件较好的镇，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成立管委会。例如，可以选择在利辛县西北部的张村镇设立亳州文

成高新区。张村镇历史悠久，是一片红色热土，自古交通便利，商

贾云集，市场繁华，地理位置优越，乃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张村铺

均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军事重地。红门寺遗址采

集的各种各色的陶器文物标本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

繁衍生息。《左传春秋》记载：昭六年（公元前 536 年）“楚令尹子

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乾溪，即现张村铺一带。

跨西淝河的“阴阳城”（亦称乾溪城）为东周至汉代遗址，张村铺

历史可追溯至汉代。“唐武德三年(公元 620 年)置，治鲁丘堡，并置

药城县，属文州。四年，废州，改药城县为文成县，以故州治为名。

七年撤，并入城父县，故治位今利辛县西张村铺集西高处。”抗战

时期，刘少奇曾夜宿张村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豫皖苏六分区、

六地委驻张村铺西傅营村，并在今张村中学处开设第六中学；1947

年成立张村区委，驻地在今张寨村。1992 年撤张村区并乡镇为副县

级建制镇，1996 年被定为阜阳市综合改革试点镇，2009 年被定为安

徽省首第一批扩权强镇试点乡镇。张村镇交通区位优越。G329、

S238、S250（在建）、S310 国省干线穿境而过，西距 G35 高速入口

9 公里，西南距 G36 高速入口 18 公里。东南距利辛县城约 27 公里，

东距蒙城县城约 50 公里，东北距涡阳县城约 27 公里，北距亳州（城

父）35 公里，西南距阜阳市中心约 56 公里，西跨淝河与太和毗邻，

西南距太和 38 公里，西距界首 60 公里。张村镇几乎处于亳州与利

辛、涡阳与阜阳、蒙城与界首三条直线连线的三角相交地带，并可

直达周边所有的县市区。张村镇先后获得“安徽省创建文明乡镇工

作先进单位”、“全国创建文明集镇工作先进村镇”、“安徽省旅游乡

镇”、“安徽省优秀旅游乡镇”、“安徽省环境优美乡镇”等殊荣。[10]

新阶段，一座功能齐全，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一流的现代化小城镇

初具规模，越来越彰显出皖西北名镇的风采。 

（二）试验区（实验区）模式 

试验区现在多为实验区。试验区又称外围区，是位于缓冲区外

的一个多用途地区。除了具有与缓冲区相类似的功能外，主要用于

经营能短期收效的农林牧副业生产，创立人工生态系统，为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起示范作用。在外围区内最好也能包括部分原生或次生

类型，以开展科普教育和旅游活动。实验区也是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机构和有关服务机构的设置地。 

高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采取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模式，

扩大规模，把周边发展较好的乡镇纳入其中，设立实验区工作委员

会。例如，可以借鉴毛集实验区模式。毛集实验区地处淮南市西南

部，下辖三镇一景区一园区，总面积达 201 平方公里，人口有 13.5

万。对亳州市而言，可以在原来高新区的基础上，沿西淝河自西北

到东南把发展较好的乡镇纳入其中，成立文成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

（文成实验区）。 

（三）适时设区 

经过进一步发展，对标对表上级标准，适时申请启动行政区划

调整，遵循“撤一设一”的原则，增设一个新的市辖行政区，名额

可以从全省“设一撤一”名额中申请总量调剂。 

亳州市新的一区可以由谯城区南部乡镇、涡阳县西部乡镇、利

辛县西北部乡镇、蒙城县西北部乡镇组成。例如，析谯城区淝河镇、

古城镇、立德镇、龙扬镇，涡阳县标里镇、临湖镇、高公镇、店集

镇，利辛县张村镇、汝集镇、巩店镇、王人镇、孙庙乡、王市镇、

孙集镇、纪王场乡、江集镇、旧城镇，蒙城县马集镇等组成亳州市

文成区，成立新的行政区，作为沟通谯城区和三县的新区。成立的

时候，可以将西南的王人镇、巩店镇与阜阳市太和县东北部京九铁

路以东的乡镇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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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工艺所涵盖基本原理、工艺流程和操作要点等相关知识，并将
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
使学生在掌握粮油加工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又提
升了新工科背景下培养大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真正起到了提升培养综合能力的目的。 

3 丰富教学手段，提升教学质量 
《粮油食品工艺学》是一门与食品行业密切相关、实际应用性

极强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将理论知识与食品生产紧密结合，
建立多元混合式教学模式，借用网络资源，可通过视频教学使复杂
问题简单化、抽象概念直观化、整体过程动态化，帮助学生加强对
本课程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1 辅助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已成为高校开展教学的常规手段，在《粮油食品工

艺学》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所学内容，为简化和可视化
抽象问题，可以辅助多媒体教学。使用文本、图片和视频来展示、
解释课程知识点，插入相关内容视频数据，以便将书本知识与实际
粮油产品生产过程比较形象的联系起来，提高教学效果。这种教学
手段不仅有助于教师的讲解，更有利于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掌
握，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就要求教师要注意平时收集相关的资
料，将粮油食品加工领域中的最新科研动态以及较新的生产实践图
片、视频运用到教学课件中，将产品加工的操作过程、加工设备及
工厂生产车间的实景以视频的形式更直观的呈现出来，使课堂教学
更加生动、形象。同时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生产紧密结合，使难理解
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并将与教学密切相关的科研成果利用多媒体教
学手段及时发布到课堂上，也提升了实践教学质量。 

3.2 利用翻转课堂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翻转课堂的形式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课堂上从被老师

“灌输”知识转变为主动学习，不仅可以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还可以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粮油食品工艺学》课程包括
粮油产品的初加工、精加工和深加工，内容跨度广，知识体系繁杂。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以及与粮油食品相关的内容，可选取部分
章节教学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根据教学内容确定某个粮油产品主
题，学生查阅文献、分组讨论、讲解和师生提问等形式。学生在查
找资料的过程中，培养了查阅资料，从大量信息中提炼精髓的能力，
同时还能了解到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拓宽视野。师生提问环节，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主题内容的理解和思辨能力。结合翻转课
堂的教学形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了学

生的综合素质，教学效率明显高于传统的讲授课堂。 
3.3 注重实验课程，建立多个实践教学基地 
《粮油食品工艺学》也是一门为企业生产实践服务的课程，大

学生所学的理论专业知识只有在企业生产实践中得到验证。实践教
学及教学基地的建立是作为“新工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之一，《粮油食品工艺学》也注重实验课程的教学改革，包括应用
性验证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开放性实验等实验的改进。完整的粮油
食品加工实验是从原辅料的选择、配方设计、工艺流程到实验操作，
成品的包装再到产品的检验，仅仅用有限的实验课时是完不成整个
实验的，因此，引入开放性实验，让学生在更多课余时间来完成某
个粮油产品的实验，也会让学生对于整个食品加工工艺过程理解掌
握的更好。除此之外，在开放性实验中，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
喜爱的粮油食品来设计实验方案，也会大大提高学生参与实验教学
的积极性[9]。按照粮油食品加工工艺流程，操作从简单实验到复杂
的加工设备生产线，在涵盖丰富的实验装备设施上，强调“新工科”
的培养特色，着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食品加工、食品安全问
题的能力。 

4 结语 
在新工科背景下《粮油食品工艺学》课程通过优化教学内容，

改变传统课堂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手段。充分利用智
能手机对“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吸引力，辅助多媒体教学，将“超
星学习通”平台网络课程教学、翻转课堂引入《粮油食品工艺学》
课程教学中，更加合理的运用多媒体资源等手段，实现多元混合式
教学，注重实验课程，建立多个实践教学基地，将理论与实际生产
有机结合起来，拓展该课程的教学深度和广度，提升教学质量，提
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实现满足食品工业发展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
培养目标，也为学生将来在食品相关行业的快速入职、或者进入研
究生阶段的继续深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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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对亳州市未来发展的展望 
新发展阶段，亳州市市域中心将继续“东移南下”，终将移到

城父镇、标里镇、义门镇一带。亳州市蒙城县未来会“撤县设市”，
成立县级蒙城市，涡阳县发展到一定程度将来也会成立亳州市涡阳
区。届时，亳州市将会由一市一县三区组成，亳州在新发展阶段的
发展将会更上一层楼，人民生活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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