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 数字经济促转型
■ 本报记者 柏松

安徽大数据交易中心建设加快推
进，13 家大数据项目及关联企业相继签
约， 大数据基地与上海市莘庄工业园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今年一季度 ，
淮南大数据基地工业企业产值 9.5 亿元，
同比增长约 60%；固定资产投资约 11 亿
元，同比增长约 30%。

作为淮河流域重要城市之一， 淮南
市抢抓机遇谋发展， 主动承接， 借势发
力， 贯彻落实 《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
划》，紧扣“协同”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围绕重点领域补短板、增强发展新动能，
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当黑色的煤炭变身白色的苯乙烯颗
粒，由淮南煤化工产业园运出，沿着淮河
航道广销四方， 安徽嘉玺公司今年一季
度销售苯乙烯 4.78 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
4.22 亿元。 从中安煤化一体化项目的投
产，到安徽嘉玺的竣工，淮南煤化工上下
游产业链逐步完善。

“作为全国 14 个亿吨级煤炭基地之
一，淮南市抢抓淮河生态经济带带来的战
略机遇，扬‘煤’之长打优煤电资源牌，转
型突破做强非煤产业群。 ”淮南市发改委
主任戴宜斌告诉记者， 通过推动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围绕装备制造、新型煤化工、
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精细化工、医药等
主导产业，淮南市推动煤电化气千亿产业
和 5 个百亿产业加快发展，转型步伐不断
加快。

如今， 淮南市加强区域合作交流，全
面参与淮河生态经济带开发、引江济淮工
程建设，充分利用淮河黄金水道及岸线资
源，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和综合物流
港口，努力打造淮河流域综合治理和绿色
发展的重要支撑。

随着恒大集团、中国医药集团、温氏
集团等一批国内 500 强企业、民营 500 强
企业等的相继落户，淮南正从“一煤独大”
走向“多业支撑”，“十三五”时期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量的近 70%来自非煤电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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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 “骨干工程”保安澜
■ 本报记者 安耀武

近日，记者从阜南县城出发，驱车来到
位于阜南县南部的王家坝镇。 “千里淮河第
一闸”的王家坝闸就位于这个镇。 去年 7 月
20 日，王家坝闸开闸蓄洪，为保淮河安澜做
出巨大贡献。洪水过后的 11 月份，王家坝闸
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全面检修，同时淮河干
流王家坝至临淮岗段行洪区调整及河道整
治工程蒙河分洪道拓浚工程也全面展开。

站在通往王家坝镇的濛洼大桥上向远
处眺望，记者看到在王家坝至临淮岗段行洪
区调整及河道整治工程濛河分洪道拓浚工
程施工现场，挖掘机一字排开，运土车来回
穿梭， 计划工期 36 个月的淮河干流王临段
工程正抢抓有利天气，有序推进施工。 这项
工程是进一步治理淮河 38 项骨干工程之
一，已列入国务院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
工程，也是关系淮河安澜、群众民生福祉、沿
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战略工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遵循毛主席发出的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淮河治理

坚持“蓄泄兼筹”方针和全面规划 、统筹兼
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上游修建水
库、植树造林，以拦蓄为主；中游利用洼地、
湖泊兴建行蓄洪区，蓄泄并重；下游疏通河
道、加固大堤、挖掘入海新渠道，重在宣泄；
全流域建设了大量的水利工程，逐步形成完
善了水库、河道堤防、行蓄洪区、调蓄湖泊、
入海入江水道等为主的综合工程体系。

“濛河分洪道拓浚工程是淮河干流王临
段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位于阜南、颍上两县
境内，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拓浚濛河分洪
道，新建、修建防汛道路，拆除重建付家岗灌
溉站，拆除及新建桥梁等，工程建成后，将提
高淮河干流王家坝至临淮岗段河道防洪标准
和行洪能力。 ”水利部淮河委员会王临段工程
建设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建设好淮河干流王
临段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
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 必须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坚持高质量建
设、高水平管理、高标准推进，真正把工程建
设成为经得起历史和群众检验的优质工程、
精品工程。

宿州 “运河名城”湿地美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贺微微

碧波荡漾的水面、 三五成群的野鸭、掠
过湖面的飞鸟……进入宿州市泗县石龙湖
国家湿地公园，宛如走进江南水乡。 沐浴春
日的暖阳，来这里休闲的游客络绎不绝。

“石龙湖湿地风景优美， 游玩项目也很
多，每个周末我都会带着孩子来这里散散心，
拍拍照，缓解一下学业压力。 ”游客孙玉华说。
不远处， 一批生态巡护员正精心呵护着这片
难得的天然美景。

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属石梁河水系，受
地形条件影响，形成独特的湖泊河流及沼泽
混合型湿地，湿地率高达 57.3%，是我省目
前保存较为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 近年来，
泗县投资 5 亿元，通过引河入湖、破塘扩湖、
环路护湖， 对石龙湖湿地进行生态修复，做
大做活做美水文章，建设集康养度假、生态
旅游、亲子休闲、运动项目等为一体的国家
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打造，对促进

我县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泗县县委宣传部长尉成辉
说。目前泗县已科学编制石龙湖文化旅游片
区“十四五”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加强淮河生
态经济带文旅产业的交流与合作，统筹做好
文旅产业招大引强工作，在建设、运营、管理
等方面下足功夫，打造层次丰富、地域特色
鲜明的泗县品牌，使群众享受到普惠的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

近年来，泗县充分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中原经济区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
等战略叠加机遇，打好“山水牌”，围绕打造
面向长三角的康养休闲文化旅游基地，构建
了以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片区、运河名城文
化旅游片区、 蟠龙山乡村文化旅游片区、隋
唐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其他特色旅游片区等
为支撑的“三区一带多点”全域旅游发展格
局，推出了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唯一”
活态遗址、 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泗州
戏、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皖东北革命根据
地等“七大名片”，加速让文旅资源旺起来、
文旅品牌靓起来、文旅环境优起来。

蚌埠 “沿淮廊道”绿珠城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春光烂漫， 蚌埠市淮上区的淮河北岸滨
河绿地景观带风光旖旎。4月 15日下午，记者
沿着景观带步行，一路树木环绕，花香沁人心
脾。 不远处，三三两两的运动“达人”在健身跑
道上挥洒汗水，孩童在家长陪伴下嬉戏玩乐。

“这几年政府通过规划设计、绿化提升，
打造沿淮生态景观带，如今蚌埠淮北大堤一
带已成为群众享受休闲时光的好去处。 ”从
小喝淮水长大、亲眼见证淮河两岸大变化的
淮上区小蚌埠镇荷花园社区居民李文说。

蚌埠山水资源优越，淮河穿城而过。 近
年来，该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施淮
河蚌埠段综合治理工程，加快建设主城区沿
淮生态景观带。 淮河干流治理方面，先后实
施淮干蚌浮段行蓄洪区调整、淮水北调固镇
段、蚌埠闸分洪道除险加固、淮干一般堤防
加固等工程，并在沿淮干流和主要支流划定
1 公里、5 公里、15 公里三道生态管控区；城

市水污染防治方面，实施鲍家沟应急治理工
程、天公河连通工程、城市圈堤外滩地环境
综合整治工程，城市水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围绕主要河流绿色廊道提升、景观大道
提效、山林绿化提质等，蚌埠统筹推进沿淮
区域植绿美化， 去年共完成人工造林 3.71
万亩，完成农田林网建设 60.2 万亩，完成森
林抚育 10.64 万亩；创建省级森林长廊示范
段建设 33.7 公里、省级森林城镇 3 个、森林
村庄 25 个。

前不久，蚌埠全面启动淮河、江淮运河
生态廊道建设，对照有关规划，做足“两河”
沿线 15 公里范围内宜林荒地“补绿”文章，
巩固提升荆山、涂山、高速外环线、淮河主城
区两岸及市区重要景点连接道路的绿化美
化效果。“我们还将充分结合山水地域特色，
加强滨水带状公园建设，构建特色滨水绿化
休闲空间，形成‘水在城中、城在林中，城依
山、水映城’的城市形态，打造美丽生态样
板。 ”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说。

滁州 濠河观光知“鱼乐”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王太新

4 月 16 日，站在濠河林桥段岸边，滁州
市凤阳县大庙镇林桥村 65 岁的李万林告诉
记者：“政府治理濠河，保护生态环境，暖到
咱们老百姓的心窝里！ ”

濠河为淮河干流右岸的一级支流，发源
于凤阳山北麓， 向北流经临淮关镇入淮河，
全长 56 公里，流域面积 621 平方公里，被誉
为凤阳县域的“母亲河”。 “子非鱼，安知鱼之
乐？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两千多
年前，庄子与惠子著名的“濠梁之辩”，就发
生在濠河岸边。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由于石英砂加
工企业无序排放，导致尾泥尾砂淤积，河床
抬高，水质下降，一到梅雨季节就发水，濠河
沿岸群众生产生活深受其扰， 古凤阳八
景之一的“濠梁观鱼”一度消失。

近年来，凤阳县铁腕关停 265
家“小散乱污”企业，在过去大

庙石英砂生产集中区

的基础上设立大庙石英产业园，实施石英砂
行业退田入园、退河入园、退林入园，彻底消
除污染源。 同时，从 2015 年起，凤阳县投资
15 亿元对濠河进行“通肠”、对叹儿湾水库
进行“洗胃”。

凤阳县水务局工程股负责人刘涛介绍，
该工程分为六期实施， 目前已完成了四期，
治理干支流河道 42.36 公里，清淤尾泥尾砂
约 500 万立方米， 加固堤防 19.96 公里，重
建拦河坝 4 座，新建护坡、护岸 4.7 公里。 该
县将淤积在河道中的石英砂变废为宝，按照
减价增量思路，以竞拍方式处置河道中的石
英尾泥尾砂， 目前已节约工程投资 3000 万
元以上，占工程造价的一半。

“前面工程的防洪功能已经显现，去年
夏季那么大的洪水，濠河沿线的庄稼安然无
恙，百姓获得大丰收。”刘涛高兴地说。据悉，
正在实施的五期和即将实施的六期工程，主
要为治理提升工程和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工程。 待项目全部建成后，叹儿湾水库可恢
复蓄水库容 200 万立方米， 濠河可发挥防
洪、灌溉的功能，濠河上的太平桥、大通桥、
林桥、岳林将是一派江南水乡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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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美丽淮河 推进皖北振兴发展

淮河， 是我国重要的南北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
分界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治理的第一条河流。
2018 年 10 月，国务院批复《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
划》。 2020 年 10 月，省政府印发《安徽省贯彻落实淮
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加快构建美丽宜
居、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绿色发展的淮河（安徽）生
态经济带。 本报记者深入我省淮河流域八市进行采
访，展示各地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在环境综合治理、
生态屏障建设、矿山生态修复、产业绿色转型以及推
动皖北振兴发展等方面的积极做法与成效。

六安 “中国好水”出深山
■ 本报通讯员 陈波

本报记者 张大鹏

四月春正浓，大别山佛子岭水库碧波
万顷，水天一色。 “现在我们麿子潭、白莲
崖、佛子岭三大水库生态环境已经恢复到
历史最佳状态 ， 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
100%，大别山长年清水常流。”佛子岭水库
管理处水政科负责人介绍。

霍山县境内的佛子岭、磨子潭和白莲
崖是三座国家大Ⅱ型水库， 总水面面积
51平方公里，总流域面积 1840 平方公里，
总库容 13.01 亿立方米。 曾几何时，由于
库区的快速城镇化、 化肥农药大量使用、
渔业大规模养殖等，对水库水质和库区生
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近年来，六安市
及霍山县、金寨县采取铁腕举措，砍掉所
有污染小企业，取缔水库网箱养鱼，还大
别山原生态。“从前，我们水库面上养鱼的
网箱都是满的， 后来政府让我们退渔上
岸，发展乡村旅游，我家就开办了这家农
家乐。 现在咱库区渔船不见了，渔民上岸
了，生活变样了！”磨子潭镇龙井冲村村民

杨洪山感慨地说。
霍山县严格禁止保护区矿山开发，拒

批不符合环保准入条件的项目 152 个，关
停转产皖西香料、黄金矿业、晨风纸业等
污染严重企业 31 家， 实施国家园区循环
化改造示范试点项目 23 个。先后投入 8.5
亿元建造城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利用
PPP 模式投资约 2 亿多元建设 15 个集镇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城乡垃圾环卫一体
化项目。 金寨县、霍山县实施水源涵养林
建设项目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大别山
所有库区施行 “净湖” 行动。 霍山县从
2013 年开始，先后投入 5 亿元，开展库区
综合治理，拆除网箱 2.8 万只，销毁船只
2100 只，加强渔业种质资源保护。 同时，
对佛子岭水库群水面垃圾进行清理打捞
和转运处理。

六安市实施大别山水环境生态补偿，
境内响洪甸水库、佛子岭水库、磨子潭水
库、白莲崖水库水环境质量均保持在Ⅱ类
水质，其中佛子岭水库入选第二批“中国
好水”水源地，成为安徽省唯一、全国十佳
水源地之一。

亳州 西淝河水润“药都”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汝雪枫

近日，在利辛县程家集镇谭集社区高
方媛家庭农场内，几名工人正在鱼塘里施
网捕捞。“春节到现在卖了几万斤鱼了，咱
西淝河的水养的鱼受欢迎。 ”家庭农场负
责人谭兆宇说，在捕捞出售同时，他又下
了草鱼苗、鲫鱼苗和鳜鱼苗 3 万多斤。

“前面就是西淝河，鱼养得好，靠的就
是西淝河的好水。 ”谭兆宇指着不远处的
河堤告诉记者， 这片鱼塘以前是低洼地，
自己承包下来后，开挖整理，依靠西淝河
优质的水源， 搞起了水产养殖， 现有的
300 多亩鱼塘，一年能卖出 30 万斤鱼。

近年来， 利辛县依托西淝河优质的水
资源，发展了6万余亩可养水面，年产水产
品11000余吨。与鱼塘一河之隔西淝河国家
级湿地公园的植物科普园， 近千公顷的湿
地公园因其优美的自然风貌， 已成为利辛
和周边地区群众节假日休闲游的好去处。

记者从利辛县西淝河湿地管理局了

解到，西淝河水质优良，水源充足，是亳州
市水质最好的天然河流，多年以来为利辛
和周边地区提供着优质的饮用水。 去年 6
月，随着历时近 3 年建设、投资 40 多亿元
的引江济淮工程亳州段贯通，亳州市区也
喝上了优质的西淝河水。

“水质明显变好了，口感不再像以前那
样苦涩。”从小在长江边生活的王兵说，他来
到亳州工作已有20多年，这段时间他明显感
受到了城区饮用水的变化，而以前用的是中
深层地下水，含氟量超标，口感很差。

引江济淮工程亳州段通水后，亳州市
印发 1 号总河长令 《关于加强西淝河、茨
淮新河饮用水源地保护及河道管理工作
的决定》，进一步加强西淝河、茨淮新河饮
用水源地保护及河道管理。 “按照 1 号总
河长令要求，我们通过水污染防治，‘四乱
整治’常态化、规范化 ，加大河长巡河力
度，加强河道管护力量，加强监督考核、问
责处罚等措施， 多部门联手护航清水廊
道，确保优质西淝河水进城惠民。”利辛县
水利局负责人王伟说。

淮北 “绿色矿山”带笑颜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王盟

4月 16 日 ，在淮北矿业孙疃矿调度
所 ，站在硕大的视频监视屏前 ，该矿总
工程师王大设指着高速旋转的采煤机
说 ： “这是我们矿建设的第一个 10111
智能化工作面，这个工作面现在只需 20
人操作。 ”

难以想象的是，工作面人少了，产量
却提高近 1 倍，生产时只需要 1 人在监控
室操作，工作面割煤、运煤、移架等作业流
程全部实现无人智能化操作。安全高效的
智能化作业，使其成为“淮矿第一面”。

“矿井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三同时’原则，绿色
生态矿井建设效果显著，2020 年被纳入
全国绿色矿山名录。 ”孙疃矿党委书记李
良友介绍。

记者了解到， 孙疃矿 2019 年果断停

用并拆除 3 台 10t ／ h 燃煤蒸汽锅炉，改为
利用压风机余热和电锅炉，成功解决了职
工洗浴、冬季供暖等问题，大大减少了能
源消耗；该矿建成 11000m3/d 矿井水处理
厂，确保所有废水处理后达标排放，一部
分供地面生产系统灭尘和井下生产，一部
分作为绿化、洒水车、卫生间等用水，其余
部分排入浍河补充当地灌溉用水。

近年来，淮北矿业集团大力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先后投入 10
多亿元用于环境治理， 建成国家级绿色
矿山 9 座、国家级绿色工厂 1 座，绿色发
展深入人心。 “十四五”期间，该集团将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打
造绿色矿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链、循环
经济为主线，力争到 2025 年新建 7 座
国家绿色矿山，建成国内一流绿色
煤化工企业，进一步提高煤矸
石 、矿井水 、煤层气资源
综合利用率。

现为国家 ＡＡＡ 级景区的濉溪乾隆湖风景区， 原为采煤塌陷坑，
湖水浑浊，生态环境脏乱差。 随着淮北山水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濉
溪县对乾隆湖进行综合治理，建成 5 公里的环湖大道和 10 公里的园
区小道，打造了惠黎阁、文化水街、湖心岛等单体景观 38 处。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黄鹤鸣 摄

淮河岸边的明光市柳巷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使天更蓝、水
更清、景更美。 图为当地群众在淮河岸边广场排练舞蹈。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仲春时节，蚌埠淮河北岸滨河绿地景观带风景宜人。近年来，该
市通过水环境整治、水生态保护，打造沿淮生态景观带，成为群众休
闲娱乐好去处。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摄

西淝河是淮河较大支流， 利辛段西淝河建有国家级湿地公园，
两岸风景秀美、水质清澈，是皖北绝佳的水源地。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汝雪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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