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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见习记者 张彩莉

8月 13 日 ， 淮南市召开建设国家新
型综合能源基地座谈会 ， 邀请国内能源
领域知名专家围绕 《淮南市新型综合能
源基地发展规划》（讨论稿）, 从专业角度
把脉开方 、精准指导 、献计出策 ，并现场
集中签约了凤台县中环中清 (凤台 )新能
源光伏产业基地等 10 个项目 ， 总投资
330 亿元。

从传统的煤炭开采、煤电联营，到煤气
联动、煤化共进，近年来，淮南市贯彻落实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坚持能源产业的
协调、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发挥能源安
全保供“主力军”作用，大力推进传统能源
基地绿色转型，打造“风光火储氢新型能源
基地”，推进“煤电共舞二重奏”向“绿色能
源共鸣交响乐”的转变。

深挖潜力扩容提质

“咚咚咚、咚咚咚……”在淮河能源集
团张集矿千米井下，一台 56 米长的机器正
开足马力向前开进， 伴随着刀盘与岩石碰
撞的轰鸣声， 坚硬的岩石像豆腐一样被切
割下来。这是淮河能源集团历时 10 年研发
的世界首台在立井应用的直径 2.5 米盾构
机，它以快速“遁地”的能力，颠覆了传统硬
岩巷道掘进的生产方式， 每天掘进进度是
传统掘进作业的 6 倍。

作为全国 14 个亿吨级煤炭基地之一，
淮南市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城市、 中国电力
工业的摇篮、“皖电东送”主战场，拥有华东

地区最大的整装煤田 ， 煤炭探明储量
148.83 亿吨 ， 现有大型生产矿井 11 对 ，
2021年，全市原煤产量 5816.2 万吨。

“煤”是淮南的“身份标签”，也是高质
量转型发展的基础所在、 潜力所在。 近年
来，淮南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扬“煤”之
长打好煤电资源牌， 下大力气做精做优煤
电化产业，让支柱产业变优势产业，全力打
造煤电化气千亿产业链， 为淮南转型之路
打下坚实基础。

据测算，长三角每用 4 吨煤，就有 1 吨
来自淮南；上海每用 6 度电，就有 1 度来自
淮南。 在丰富的煤电资源优势下，“皖电东
送”70%的电量从这里发出，成为当之无愧
的“领军主力”。

作为我国第一个建成投产的两淮亿吨
级大型煤电基地的主力电厂， 上海电力和
淮河能源均股投资建设了淮沪煤电有限公
司田集电厂，首创坑口煤电一体化模式，所
发电量通过淮南至上海 1000 千伏特高压
交流输电线路送往华东地区。

从传统的平圩、洛河、田家庵三大电厂
的火力发电，到如今的煤电联营，全市 8 家
火力电厂总装机规模 1434.3 万千瓦，2021
年发电量 714.3 亿千瓦时。

7 月 11 日， 淮河能源集团潘集电厂一
期 2×66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工程 2 号
发电机定子吊装顺利完成，拉开了潘集电厂
2 号机组发电机本体安装施工高峰的序幕。

如今， 淮南市将在深挖煤电潜力上求
突破，全面升级改造火电机组，整合淘汰低
效产能，加快潘集电厂一期建设进度。 “十
四五”期间，潘集电厂二期、平圩电厂替代
建设四期（2×100 万千瓦），大唐洛河电厂
替代建设（2×66 万千瓦）等项目将陆续开
工， 力争到 2025 年， 煤电装机容量达到
1898万千瓦。

焕发新型能源活力

2020年 3 月， 淮河能源集团新谢 1 号
煤层气为 1000 多户居民供气，标志着淮南
矿区煤层气正式投入民用。 2022 年 7 月，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首口 L 型地面瓦斯治理
井成功产气点火，昔日的“夺命瓦斯”变身
清洁能源，走进千家万户。

对于淮南来说，煤电联营实现了“强筋
健骨”，煤层气的开发利用实现了“扬煤吐
气”。近年来，淮南立足煤、延伸煤、不唯煤、
超越煤，以“四煤”发展思路力求转型。

从黑色的煤炭到白色的颗粒……走进
总投资 267 亿元的中安煤化一体化项目现
场，记者惊叹于淮河岸边“煤制聚丙烯”“煤
制聚乙烯”的诞生，这些白色颗粒被广泛运
用于家电、汽车、电线电缆等众多领域，标
志着淮南新型煤化工建设取得重大成果，
为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 促进安徽省和
淮南市的经济转型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煤电联营、煤气联动、煤化联产，淮南向
着打造千亿煤电化气产业链的目标昂首奋
进，“扬煤吐气”的战略步伐更加坚实有力。

在位于淮南市潘集区和凤台县的两个
采煤沉陷区 150 兆瓦水面光伏项目内，湖
面波光粼粼， 一列列光伏板在阳光下整齐
列队。利用采煤沉陷区闲置水面，这两个世
界上建成单体容量顶尖的水面漂浮项目，
开拓了水面光伏电站规模化应用的先河。

采煤沉陷区由“包袱”变成“财富”，产
业布局由“地下”转到“地上”，发展方式由
“黑色”变成“绿色”，采煤沉陷区变成绿色
能源基地。据了解，淮南采煤沉陷区总面积
42.54 万亩，随着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的不
断深入，未来还有 23 万亩采煤沉陷区可供
开发光伏。 目前， 淮南市已建成光伏电站
162 万千瓦，居全省第 ５ 位。

“十四五”期间，淮南市在新型能源开
发上做文章， 将发展清洁低碳能源作为建
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的主攻方向， 加快推
进潘集采煤沉陷区一期光伏发电等项目建
设进度， 着力打造国家级采煤沉陷区光伏
发电基地。未来，淮南市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有望达到 1000 万千瓦，将占据全市发电量
的半壁江山。

综合利用扬“煤”之长

8 月 15 日，国网淮南供电公司输电运
检中心人员对 500 千伏至 1000 千伏超特
高压淮河大跨越重要设备进行巡视检查，
确保“皖电东送”大动脉迎峰度夏期间安全
平稳运行。

淮南现有淮芜、 淮盱等 5 条 1000 千
伏 、19 条 500 千伏输变电线路 ，1 座 1000
千伏特高压变电站和 2 座 500 千伏特高压

变电站。 2023 年，淮南市还将再建 1 座 500
千伏特高压变电站， 进一步发挥能源安全
保供“主力军”作用。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明确：依托两淮煤炭基地建设清洁高效
坑口电站， 保障长三角供电安全可靠。 如
今， 淮南市正围绕能源产业清洁化、 绿色
化、低碳化，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
煤电行业绿色转型发展， 推进新能源产业
发展，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支撑。

煤矸石 、粉煤灰 ，这些来自煤矿和电
厂的污染 “废物 ”转了一圈 ，就成了 “宝
贝” ……记者走进潘集区正在建设的煤电
固废产业集聚区， 陶粒试验生产线正在进
行优化，曾经污染环境的“头疼事”，变成了
循环经济的“香饽饽”。

“推动煤电固废生态治理和循环发展，
以全省唯一一家现代煤化工产业园为平
台， 全力打造国家级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
展示范区。 ”淮南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戴宜斌
告诉记者， 随着煤电固废生态治理和循环
产业不断壮大，预计到“十四五”末，可实现
产值 50 亿元。

从黑色煤炭到绿色能源，一破一立，困
扰淮南多年的发展瓶颈正在突破。

据了解， 淮南风力发电具备开发利用
价值。该市目前已经建成风电项目 10 万千
瓦，已核准待建设规模 20 万千瓦。 下一步
将有序增加风能规模，力争到 2025 年建成
潘集、凤台两处风光火储一体化基地，全市
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600 万千瓦。

在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投资 43 亿
元的安徽嘉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除了
年产 35 万吨苯乙烯 、20 万吨聚苯乙烯之
外，还可年产 5000 吨以上高纯氢。 淮南市
将有充分利用氢资源， 谋划布局提纯与应
用相关产业，加快推动制氢、储氢产业集聚
发展， 打造立足于清洁能源的中长期绿色
氢气供应体系。

多元开放、清洁低碳、创新驱动、节约
高效、以人为本，淮南新型综合能源发展正
步入“快车道”。 淮南市主要负责同志告诉
记者， 将立足煤电资源优势， 深挖煤电潜
力，打通煤电化气全产业链路径，促进煤电
产业全面提档升级，抓好新型能源开发，加
快构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智慧多元的现
代能源体系， 奋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型综
合能源基地。

淮南市贯彻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倾力打造““风光火
储氢新型能源基地””——————

从““煤电联奏””走向““绿色交响””

·调查·

培育徽菜名厨
带动就业创业

■ 本报记者 朱卓

“目前我已经在县里的饭店上班了，感谢这次培训，
让我学会了一项就业技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来自
宣城市泾县的卫志国，今年 23 岁，近日参加“新徽菜·名
徽厨”培训，通过线上理论培训和线下实际操作，取得优
异成绩。培训结束后，人社部门还帮忙推荐了就业岗位，
卫志国已经在泾县御膳堂上班，月薪 4000 元。

为打造一批能代表宣城饮食文化内涵和水平的新
徽菜、名徽厨，宣城市人社部门加强徽菜师傅职业技能
培训，构建“定点培训+基地建设+技工院校”的技能人
才培训体系,推动形成全市名特小吃产业“一县一品牌、
一店一特色、一人一绝活”的餐饮行业新格局。

“今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名了徽菜师傅培训，在
培训班学习了泾县茂林糊的制作， 老师讲解得非常细
致， 现在这道菜已经成了我们农家乐的招牌菜品了，顾
客都说好吃。 ”泾县蔡村镇月亮湾村紫霞别苑农家乐老
板许梦梅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以来，宣城市已培训“徽菜徽厨”师傅 1184 人
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11.42%。除开展技能培训外，宣
城市人社部门还为餐饮从业者搭建就业平台，支持徽菜
师傅创业，拓展就业渠道。截至目前，全市举办餐饮行业
线上线下招聘会 7 场，提供岗位 2220 个。 为 25 名徽菜
师傅开展创业培训，为餐饮业从业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777 万元。

“举办技能培训是‘入门’，搭建就业创业平台是‘扩
规’， 培养一批餐饮业高技能人才还需要发挥技能大师
工作室的‘传帮带’作用，为餐饮人才拓展职业发展空
间。 ”宣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同台竞技、以赛促学，宣城市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
赛活动，举办“新徽菜·名徽厨”行动———“寻味皖南 食
尚宣城”美食周活动，连续举办多届徽菜美食文化旅游
节和“金徽厨”技能大赛等活动，让一批年轻徽厨有更多
机会脱颖而出。

“未来，宣城市将不断提升 ‘徽厨宣味 ’徽菜师傅
培养力度 ，面向重点就业群体 ，精准开展补贴性就业
技能培训 ，引导更多劳动者从事徽菜餐饮服务 ，着力
提高徽菜师傅技能等级水平。 ”宣城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还将部署 “新徽菜·名徽
厨”专项职业技能竞赛，围绕“以赛促训”“以创业促就
业”“以品牌促发展”３ 个方面，加强“新徽菜·名徽厨”
行动与该市文旅资源开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相衔
接，将宣城“新徽菜”打造成为代表安徽美食文化的特
色“名片”。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郑鹏

8 月 17 日一大早，桐城市吕亭镇鲁谼山村
护林员李长成戴好草帽，带上镰刀，开始了一
天的巡山工作。 “最近高温干旱，森林火灾极易
发生，我每天都要上山巡逻。 ”李长成一边割着
山道旁的杂草，一边对记者说。

“我当护林员每年收入有 ４０００ 元，种茶收
入 4 万元，再打打零工，一年收入 10 万元，日
子越过越好。 ”李长成介绍。 今年 56 岁的他最
近每天都要上山巡逻，守护山林。

鲁谼山村党总支书记、村级林长占方正告

诉记者，鲁谼山村山场面积约有 2.9 万亩，约占
全村面积的 70%。 近期天气炎热干燥，加上村
民上山开荒劳作，森林防火任务重，必须时刻
保持警惕。 “我每天都要上山巡查，重要卡口派
人盯守，确保火源不入林。 ”占方正说。 目前吕
亭镇以各级林长为骨干， 带领 350 名防火队
员、72 名生态护林员、10 名防火护林员， 组成
覆盖全镇的森林监测网，做到火情“早发现、早
报告、早处置”。

8 月份以来，面对严峻的气象条件，省林业
局及时下发《关于扎实做好当前高温干旱天气
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强化各级林长和护林

员分级包干、网格化管理责任，突出源头管控、
宣传引领、应急准备、值班调度，全面加强森林
火灾防范工作。

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黄存忠表示，针
对皖南山区、大别山区和江淮丘陵地区森林火
险较高危险级别，日前，省林业局会同省应急
管理厅、 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
警。 同时对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 国有林场等重点区域加强火源管控力度，
确定专人 ，划区包干 ，严防死守 ；对各进山路
口、易发多发森林火灾地段加强管控，组织护
林员开展全天候巡护；不断深化“防火码 2.0”

应用，全省扫码总量超过 160 万人次。
“我们持续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和

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对重点区域开展
森林防火调研检查， 督导森林防火责任落实、
隐患排查和火源管控等工作，对发现的问题现
场交办，明确整改时限，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
实到位。 ”黄存忠介绍，同时利用电话、“互联
网+森林草原防火督查系统”等多种方式，督促
各地层层传导压力。 目前，全省各地林业部门
均针对当前紧急防火形势进行了专项部署和
检查巡护。

据了解，针对当前高火险天气，我省利用
森林防火气象服务支持系统每日实时发布全
省各市县森林气象火险信息，提前完善省级森
林防火物资储备库装备更新保养，指导督促各
地全面做好人员、队伍、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
工作。 全省 38 支省地共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
已制定和完善火情早期处理预案， 靠前驻防、
统一备勤、严阵以待，一旦出现火情，确保迅速
出击、“打早、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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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森林防火安全网

针对当前高温干旱天气，省林业局日前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
局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分类施策———

用活村级资产收益
村民喝上放心水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本报通讯员 望勤

拧开水龙头，哗哗哗……干净卫生的自来水顺着
水管直接流到了大水缸里。“以前吃水得到井边提，现
在洗菜 、做饭 ，动一下手指头就可以 。 ”今昔之变 ，让
家住全椒县西王镇龙山村李王组的村民李仕俊心生
喜悦。

用水难，曾是龙山村村民的心病。 龙山村属于典型
的丘陵地带， 平均海拔高过周边村镇，2020 年以前，只
有地势相对低洼的冉村组通了自来水。

村民范学年也曾为用不上干净水而发愁。范学年患
有活动性肝炎，常年吃药维持健康，这些年通过发展养
殖脱贫。 “饲养家禽需要大量用水，对水质要求比较高，
一旦卫生不达标，家禽就容易患病。 ”

2020 年 ，随着全椒县自来水管网延伸工程启动 ，
龙山村下辖的 27 个村民组全部铺上了水网管道 ，管
道进了组，但没有全部入户。 “主要是资金有限，我们
只有 400 个入户指标，优先考虑给村里的贫困户和在
家务农的农户。 ”村主任王松武说。

看着同村其他组的村民用上了自来水，李仕俊他们
着急，农闲时就往村部跑，还总爱往村级纪检委员、村扶
贫专干关东面前凑。

关东只能一遍遍解释：高村、董庄、李王、井洼、大马
这几个组地势高，水压上不去，要想用水，得建增压站，
加增压泵，二次供水。建工程就得花钱，村集体资金来源
只有“稻虾连作”和养鸡建设这两个到村项目，资产收益
一般，且资金用途有明确规定，谁都不能乱用……

但关东把群众的期盼记在了心里，没事儿就研究各
种政策，向周边村镇请教，跟有资质的公司咨询建站事
宜，希望能早日帮群众解决吃水难问题。

2021年末 ，一份文件引起了关东的注意 ，文件中
提到 ，“扶贫项目资产收益重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鼓励采取参加村内项
目建设和发展等劳动增收方式进行分配”， 关东看到
了希望。

他将 2021 年村里的乡村振兴资产收益进行盘点，
可以拨出 10 万元来建增压站，于是，在符合文件要求和
实际条件的情况下，初拟了实施方案。很快，方案被拿到
村“两委”班子会议上讨论，一致通过后送镇乡村振兴办
审核，最终通过县级审批。资金有了着落，村干部们干劲
十足，有的帮忙申请供电保障，将二相电更换为三相电；
有的帮忙找地， 在高村组协调出 10 平方米的增压站用
地；有的寻找专业公司进行测绘……

2022 年春，新的管网水道铺到了李仕俊家门口 ，
至此 ，龙山村告别了吃水难的历史 ，实现整村自来水
网全覆盖。 看着汩汩流出的自来水，关东心里和大伙
儿一样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