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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好安徽建设贡献更多淮北力量

崛起中的凤凰山食品经济开发区 矿山白鹭

淮北市委副书记李明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除去传统的煤炭工业外，近年来淮北着力于食品
产业的建设发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淮北市涌现
出一批出色出彩的食品企业，在纵深化精细化方向带
动了当地多项产业并进。

2015年，淮北市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达到137
家，实现总产值 372 亿元，以食品为代表的非煤产业
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70.8%，同比提高5.9个百分点，
对财税贡献首次超过煤炭行业。食品工业已成为淮
北市第二大主导产业。

淮北相山区是全省唯一一个获评“全国食品工业
强区”的县区，凤凰山食品经济开发区是全省唯一一
家省级食品专业经济开发区。

“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去年销售额
突破3亿元，较上年增长30%。”淮北市徽香昱原早餐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秀华说，“企业要发展，
创新是关键。”

淮北凤凰山食品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朱超
武告诉记者，食品加工产业已成为相山区两大主导产
业之一，凤凰山食品经济开发区已成为淮北市“推进
城市转型、打造精致淮北”的重要平台。

优化高效政务服务
为完善公共资源市场配置机制、为当地群众提供

更优质高效的“一站式”服务，淮北市自 2015 年以来
采用提升、新建等方式，重点打造政务服务中心、金
融服务中心、信访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房
地产交易及不动产登记中心。一个完善的便民服务
圈随之建立，受到群众欢迎。

11月19日，星期六，淮北市房产超市政务服务大
厅内，业务办理依然在进行中。

据介绍，房地产交易及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全省首
创“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的新模式。据了解，该
中心优化资源配置，集产权交易、公积金、地税、金
融、公证、中介、房地产企业等涉房服务于一体。“涉
房的服务项目已由最初的 32 项增加到 51 项。中心
坚持做到‘五个一’，即一个窗口进、一个人跟踪、一
个人协调、一个窗口答复、一个窗口办理。 ”

打造山水生态园林城市
11 月 20 日上午，淮北市南湖公园内人头攒动，

不少市民在湖边游乐，每到夜晚，这块著名的湿地公

园也成了市民们休闲娱乐的必去之地。
“可以游泳，可以散步，特别好，以前这里是塌陷

区，经过多次改造，形成了南湖，不仅优化了空气美
化了环境，更成了淮北市的备用水源地，也成了精致
淮北的地标。”淮北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家人
经常来到南湖公园游玩休闲。

据介绍，到2020年，淮北全市园林绿化水平将进
一步提高，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提升，城市
建设与自然环境、地域文化相得益彰，建成一批特色
鲜明的园林县城、园林城镇，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
取得实效。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贡献淮北力量
淮北市委副书记李明在接受采访时说：“淮北坚

持走转型发展之路，转型发展的步伐决不能放缓，需
要抢抓机遇，趁势而上。”作为资源型城市，随着煤炭
价格持续走低，淮北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但淮
北不气馁、不懈怠，信心足、干劲足，全市上下奋发有
为、齐心协力，推动转型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淮北
非煤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量的比重由 2011 年约
32%，提升到目前的约 72%。2015 年战略性新兴产
业实现产值 358 亿、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465 亿，
分别是2011年的2.2倍、3.8倍。

“淮北坚持走绿色创新之路，过去的路已经走不通
了，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李明说，
淮北正在推行“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略，力争实现绿
色低碳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淮北将加快建设技术产
业创新体系、金融资本创新体系、平台企业创新体系、
制度政策创新体系，做好传统产业、成长型产业、新兴
产业这三篇文章，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推动成
长型产业迅速做大做强，推动新兴产业取得突破。

李明介绍，淮北作为老工业城市，有20万产业工
人，这是淮北的一大笔宝贵财富。与此同时，淮北城
区“一带双城三青山、六湖九河十八湾”，城区面貌优
美，生态宜业宜居新淮北已跃然眼前。人力资源与自
然资源为淮北转型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关键要靠党的领导，这需
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李明说，“淮
北不忘忠诚初心，全面加强思想建设；不忘有为初
心，全面加强队伍建设；不忘为民初心，全面加强组
织建设；不忘守纪初心，全面加强纪律建设，为淮北
转型崛起提供政治保障，为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服务
美好安徽建设贡献更多的淮北力量。”

“一带双城三青山、六湖九河十八湾”，作为
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北的经济转型备受瞩目。

近年来，淮北壮大非煤产业，发挥现有非煤
产业、食品工业优势，瞄准规模化、高端化、品牌
化、集群化的方向深入推进，并力争将淮北建成
立足黄淮海、面向长三角的食品工业基地。在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上，淮北将加强队伍建设、组
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纪律建设，为服务美好安徽
贡献更多的淮北力量。

▋记者 赵汗青 文/图

煤炭产业结构转型
作为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北有着令人自豪的成绩，可近

年来，随着煤炭价格走低，淮北市的经济发展遭遇前所未有
的压力，在煤炭产业的发展上，淮北市做了大量的深化工作。

11月19日上午，记者来到淮北市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
基地，宽阔明亮的工厂厂区，忙碌而有序的工人正在进行一
线生产。

“去产能，增效益，煤炭是基础，其他产业则是锦上添
花，拉动了煤炭经济，提升了附加值。”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
管委会财政局吴振禹告诉记者，“以前煤电的产能占淮北市
经济50%的比重，现在发展煤炭的下游加工，转型后媒体资
源占经济比重将逐步下降，而延伸加工占比逐步提高，资源
逐步枯竭，现在逐步开发临涣矿区和涡阳矿区，所以必须要
走煤炭深加工。”

“目前园区内可以产出上百种化工产品，提高煤炭的附
加值，作为煤化工的潜力板块，到2022年产值能达到1000
亿元。”吴振禹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煤化工基地先期启动产业片区的建设，已
建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家，完成投资161亿元，其中包括
亚洲最大的临涣选煤厂，年洗选能力 1600 万吨；国内最大
的独立焦化临涣焦化公司，年产440万吨焦炭联产40万吨
甲醇；国内最大的煤泥矸石综合利用中利电厂，一期、二期
已建成 4×330MW 发电机组，年发电量达 60 亿左右，三期
设计建设装机容量2×350MW机组正在谋划中；国内最大
的煤矸石建材加工基地。

“二期项目形成以后，每年可产出440万吨焦炭和40万
吨甲醇，产值共 60 多亿。通过几年的建设，基地已形成了

‘煤、焦、化、电、材’循环生产，下游精细化工产业共同发展的
产业格局。”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总经理李伟告诉记者。

魅力淮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