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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淮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仅为324元，农村仅为144元，2018

年。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 32582 元，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 年

的 166 元提高到 2018 年 12926 元，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日益增

强。今日人民生活的趋势，消费水平不

断提高，消费能力显著提升，消费结构明

显升级。

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9983.5元，恩格尔系数为32.2%；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0567元，农村常住居

民恩格尔系数为33.7%。汽车、家电等耐

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加，居住条件显著

改善。2018 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

户家用汽车、彩色电视机、空调拥有量分

别达 31 辆、132 台、161 台。城镇居民人

均住房面积42.6平方米，比1998年提高

30.4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47.0 平方米，比 1998 年提高 25.2 平方

米。淮南民生福祉新提升，实施了33项

民生工程，2012 年至今已拨出民生资金

227.2 亿元，占财政支出的 17.3%。推进

脱贫攻坚，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要

求，实施十大工程，全市脱贫人口由2014

年底的18.4万降到2018年底的1.97万，

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77%，革命老区寿县

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从几百元到万元的跨越

淮南市寿县通过发展观光乡村旅

游，“花经济”助力群众脱贫致富

淮南市红辣椒健身艺术团群众展示健身腰

鼓，享受运动快乐

淮南市直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学习国旗知

识，与国旗合影，祝福祖国

1978 年三产比重列为：30.6∶53.8∶

15.6，到2018年调整到10.8∶46.6:42.62。

非煤电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提

高 25.9%。此变化展示出产业结构化

优化升级。折射出淮南城市转型。第

三 大 产 业 迅 速 发 展 使 服 务 业 繁 荣 兴

旺，产业增加值由 1978 年的 1.7 亿元增

长到 2018 年 483.1 亿元。

淮南产业结构持续优升级，显示

工业高质量发展体系初步形成。解放

初期，全市仅有大通、九龙岗、八公山三

座手工作业的小煤矿、一座 8200 千瓦

的发电厂和一些生产面粉、碾米、卷烟

的作坊。经过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的发展，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目前，

淮南市工业已经拥有 34 个大类 118 个

中类 210 小类，煤炭、电力、化工、机械

制造、医药、建材、食品等产业已经成为

全市工业主要产业。2018 年，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668 户，全年生产

原煤 7159.0 万吨,是 1949 年的 63.4 倍;

累计发电 699.1 亿千瓦时,是 1949 年的

4064.5 倍 ；实 现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为

1157.1 亿元，按现价计算，是 1949 年的

4258.7 倍。传统产业已从过去劳动密

集型为主导，向劳动、资金、技术密集型

转变。全市拥有 6 个省级及以上工业

园区。其中，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

家级开发区、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为国家级高新区。

产业比例实现了由工业拉动二、三产业并重的转变

昔日采煤沉陷区今朝生态湿地

长期以来，淮南坚持绿色发展，生

态文明建设，治理大气污染取得了良

好 成 效 ，2018 年 在 PRM6.5 平 均 下 降

10.1%的环境下，大气优良天数比例达

到 70.1%，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全面

推行河长制、湖长制，集中开展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加快黑臭水体

治理，共整治入河排污口 88 个，建成污

水管网 537.29 公里，饮用水源地水质

全部达标。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强化土壤污

染管控和修复，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开展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2012 年以来，共完

成造林绿化任务27.20万亩。

打好蓝天保卫战，全市大气优良天数比例达70.1%

老龙眼生态修复区

淮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产品

加工业提升行动，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发展到 251 家，规上农业产品

加工企业发展到 296 家，粮食生产实现

“十五连丰”；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垃圾污水

专项整治，建设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

247 个。农村环境越来越美。提升城市

功能品质，加快高新区（山南新区）建

设，推进老城区“两治三改”，成功创建

了“中国成语故事典故之城”“全省文明

城市”“全省双拥模范城”。加快建设文

旅强市，积极创建寿州古城，八公山和

焦岗湖 3 个 5A 级景区，打响楚风汉韵

能源之都的城市品牌。

推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

淮南昊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员工进

行美国青提葡萄新品种田间后期管理

由 1978 年的 2.7 亿到 2017 年突破

千亿元，达到 1021.8 亿元，比 1978 年增

长了 378.8 倍。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三山鼎力、三水互绕、三城互动”的

宏伟蓝图正成为现实。综合交通体系

初步形成。合淮阜高速、蚌淮高速、济

祁高速、淮滁高速；高铁已构建了合阜

淮线、淮蚌高铁、商合杭高铁淮南段，以

及水上淮上淮河大桥、孔李淮河大桥、

引江济淮南段、凤台淮河二桥等已建

成，或正在实施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形成了四通八道的交通网络。邮政通

讯水平全面提升，截至 2018 年来，固定

电 话 用 户 23.9 万 元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266.68 万 户 ，互 联 网 宽 带 接 入 用 户

80.11 万户、邮政业务收入 6.38 亿元、电

信业务收入 20.90 亿元。城市功能日益

完善，全市供水、供能量达 59 万吨、污

水处理能力 33 万立方米每/日,城镇污

水处理率达 98.53%;加强了生态文明建

设，绿化覆盖率达到 42.02%，荣获国家

级园林城市称号。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378.8倍

70年壮丽的发展诗篇

淮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