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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安徽省开展推进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再次报送交通强国建设安徽省试点实施方案的报告》（皖
交规划﹝2020﹞36号）收悉。为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相关领域的目标任务，根据
《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交规划函〔2019〕859号），
经研究，主要意见回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在推进皖南交旅融合发展、提升合肥综合交通枢纽辐射能力、支撑乡
村振兴发展、推动智慧交通技术应用等方面开展试点（具体要点附后），请进一步完善
试点实施方案，细化试点任务，落实具体举措，明确阶段目标和时间进度，并及时向我
部报备。

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试点工作推进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强
化政策支持。加强上下联动，强化协同配合，鼓励各方积极参与。

三、统筹推进、突出重点，力争在拓展交通设施旅游服务功能、枢纽站城联动发展
路径、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区块链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一批先
进经验和典型成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四、加强跟踪、督导和总结，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成功经验模式及时报告我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每年12月底之前向我部报送年度试点工
作总结。

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单位、专家对试点工作积极指导，在相关“十四五”规划编
制等工作中加强支持。适时开展跟踪调研、监测评估和经验交流。在试点任务实施完成
后组织开展考核、成果认定、宣传推广等工作。

交通运输部

20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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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通强国建设安徽省试点任务要点

一、推进皖南交旅融合发展

（一）试点单位。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黄山市交通运输局、池州市交通运输局、宣城市交通运输局、
安庆市交通运输局、六安市交通运输局。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建设“快进”交通基础设施网。规划建设串联齐云山、黄山、九华山、天柱山和
大别山“五山”联动快速铁路，加快建设池州—黄山高速铁路，推进六安—安庆铁路前
期工作。打造高速公路旅游通道，加快推进黄山—千岛湖高速公路、岳武高速公路东延
段、德上高速公路、芜黄高速公路等建设，推进宣商高速公路、沪蓉高速公路天堂寨支
线、太湖至蕲春高速公路、宁国至安吉高速公路等前期工作。加强干线公路与景区连通
公路的建设。推进泾县至桃花潭至黄山公路、安庆环天柱山一号公路、环万佛湖旅游公
路提升工程等环山、环湖旅游公路项目。

2.建设“慢游”交通基础设施网。推进绿道、慢行系统及公路沿线设施建设，改善
旅游交通条件，丰富旅游产品。推进新安江旅游航道及皖浙1号、世界遗产旅游、大别
山旅游等风景道建设，促进道路、航道建设与生态环境、文化遗产、旅游游憩、产业扶
贫等深度融合。依托禅文化、戏曲文化、国学文化、山水生态、乡村度假、城市旅游等
六大核心旅游资源，建设太（太湖花亭湖景区）天（潜山天柱山景区）舒（舒城万佛湖
景区）旅游公路。围绕鲜花小镇、鱼乡小镇、茶香小镇、天麻小镇等特色小镇建设，打
造六安大别山旅游风景道。

3.构建绿色交通体系。推动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规划，合理配置交通资源。推动绿
色公路建设。鼓励清洁能源交通装备技术研究与推广使用，严格执行各种交通方式节能
减排标准，限制高耗能运输装备进入运输市场。在交通基础设施设计、建设、管理、养
护全过程落实生态环保原则，提升交通运输环境监测智能化水平。

4.拓展交通设施旅游服务功能。打造新安江“景点码头”，规范和完善旅游标识系
统，增设重点旅游景区客运班线。推动高速公路特色主题服务区建设，推进创意景观游
憩设施建设，强化游客集散服务、自驾营地和地域文化物产展示等功能。加强普通公路
沿线简易驿站、港湾式停车带和观景台建设，探索在具备条件的道班配套建设停车场、
驿站等旅游服务设施。加大景区和乡村旅游点停车场建设力度，提高景区接驳服务水
平。

5.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加强服务景区公共交通运输组织，鼓励开通至景区景点
的旅游专线、旅游直通车，探索重大节假日期间开通定制旅游线路。支持传统运输企业
拓展旅游运输服务，探索运力闲置客运班车向旅游包车转型。推进游客联程联运，设立
跨区域联网售票平台，完善运行机制，引导互联网企业提供联程联运“一站式”票务服
务。加强旅游交通信息服务，建立交通、旅游等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推动智慧旅游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旅游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加强临水临崖、视距不良、陡坡急弯路
段安保设施建设，提高旅游交通应急能力。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建成旅游风景道、旅游航道、旅游集散中心等交旅融合项目。实
现一种及以上“快进”交通方式通达AAAA级景区，两种及以上“快进”交通方式通达
AAAAA级景区。

通过3—5年时间，交旅融合总体水平明显提升，“慢游”交通基础设施网基本形
成，“五山”联动精品旅游线路基本建成，服务设施更加完善，旅游服务品质显著提
升，形成一批交通旅游品牌。在交旅融合发展方面出台指导意见、实施方案等政策性文
件，在旅游风景道、美丽公路建设方面形成建设指南、标准规范等政策成果。

二、提升合肥综合交通枢纽辐射能力

（一）试点单位。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合肥市交通运输局，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有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提升枢纽运输能级。打造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建设兆西河通江一级航
道，推动合肥港江海河联运发展，重点培育合肥港至长三角其他大型港口集装箱江海河
联运航线。启动外环高速建设，探索制定实施绕城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推进城市轨道
2、3期规划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体系。

2.优化枢纽智慧服务。加快发展数字交通，建设合肥综合交通数据中心，创新推广
综合客运一体衔接的全程电子化服务模式。推动旅客联程运输服务设施建设，发展手机
智能联程导航、自助行李直挂、安检互认等智慧出行服务。推进货运枢纽智能化升级，
构建跨方式、跨区域的全程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农村物流体系，引导农村智慧物流
网络建设。推进合肥中欧国际货运班列站场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支持车联网和车路协同
技术创新，推动无人驾驶在枢纽场景应用。

3.加强枢纽站城融合联动。统筹推动合肥都市圈轨道一体化规划建设。以新桥国际
机场、合肥站、合肥南站、新合肥西站等“一场三站”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为依托，推进
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建立城市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有机衔接的保障联动机制。以
TOD为建设导向，创新轨道站点周边用地开发建设模式，优化周边产业布局。完善枢纽
集疏运体系，推动铁路专用线进港口、物流园区、大型工矿企业等。

4.深化枢纽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合肥高铁南站综合管理服务模式创新，提高各类交
通枢纽综合治理效能。制定轨道站场用地综合利用政策，推广轨道交通节地模式。在交
通枢纽领域积极探索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5.发展枢纽经济。推进交通装备制造、交通旅游、交通金融等交通关联产业发展。
依托“一场三站”，发展临港产业，培育枢纽经济。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在公交、出租汽车、城市货运装备中推广应用。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建成一批交通重点支撑性项目，合肥枢纽竞争力有效增强，在发
展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区域性航空枢纽等方面取得典型经验，并形成实施方案、指
导意见、工作指南等政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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