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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北：资源枯竭型城市也有“春天”
立足黄淮海，面向长三角，打造现代食品工业高地

安徽淮北和河南永城面临的问题一样，因煤而兴，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在过去的50年，淮北累计生产原煤8亿吨，在为国家贡献大量
煤炭资源和电力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地人说，淮北对国家的贡献，是“温暖了别人，燃烧了自己”。与其他资源枯竭城市不同，煤炭资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淮北和永城最
大的资源禀赋。

虽然两座城市在利用煤炭资源的发展阶段上存在差异，但都未雨绸缪，一方面立足自身资源优势，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产业升级；另一
方面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吹响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号角。 记者 吴泳 王战龙 文/图

塌陷区洼地变碧湖

安徽淮北市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在过去的50年，淮北累计生产原煤8亿吨，在
为国家贡献大量煤炭资源和电力的同时，也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据统计，淮北市因采煤塌陷土地有 25.2
万亩，其中 90％以上为农用地，30 万农民已
无地可种。2009 年，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
第二批 32 个资源枯竭城市名单中，淮北就
在其中。

淮北是一座煤城，在很多人的想象中，作
为煤炭基地的淮北应该是一座“天上尘埃飞
扬，地下泥水流淌”的城市。但眼前的景象，
却让人看不到煤城的痕迹。

早在 2006 年，淮北市便被命名为“国家
园林城市”，成为我国第二批 14个国家级园
林城市之一。

淮北市烈山区，依偎在烈山脚下的南湖
公园被称为淮北的“九寨沟”，这是全国首个
在煤矿开采形成的塌陷区上建设而成的湿地
公园，已被列入国家湿地公园。

南湖城市湿地公园原只是杨庄煤矿的一
个采煤塌陷区。近50年的煤炭开采，让这里
的地面严重下沉，形成了 4000 多亩的水面。
淮北市先后投入了一个多亿进行改造。

现在，当年的煤矿塌陷区，已成为碧波浩
渺的湖泊，成为淮北市的另一张城市名片，已
成为人们游览、观赏、休闲娱乐的胜地。湖面
上波光粼粼，湖岸边垂柳依依。草地上，一群
孩子尽情地奔跑欢笑，放声歌唱。

在淮北街头，“皖北江南、文明淮北”的形
象宣传口号格外抢眼。淮北市政府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生态旅游业已经成为淮北城市转
型的一个突破口。

与淮北情况类似的河南永城，也进行着
由“资源型城市”向“生态型城市”转型。

据了解，为解决好塌陷区群众的安置问
题，永城按照“谁破坏谁补偿”、“谁造成的损
失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就地搬迁、规划新区
两步走，积极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动员、引
导、支持农民搬迁。

在永城东西城区之间塌陷区上规划的日
月湖生态旅游景区正在加紧建设，不久的将
来，一个水面面积达 6平方公里的人工湖也
将出现在永城，成为豫东平原上的一颗明珠。

与豫东沙河调同根同源的淮北梆子

“除了煤、电、酒，什么也没有”，淮北街
头的俗语，承载着几代人对这座皖北小城的
记忆。

自 1958年淮北煤矿筹备处成立以来，淮
北一直是国家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但资
源毕竟有枯竭的一天，过度依赖煤电煤化工
产业，并非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

在立足于现有的煤炭资源进行城市经
济转型升级的同时，淮北和永城也在结合当
地的传统资源优势，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现
代化。

2012年，淮北市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第一届全国食品工业博览会 4月 8日至
10日在淮北举行。

据了解，淮北市是国家重要的粮、棉、畜
禽、蔬菜生产基地，依托黄淮海平原区位优势
和特色农畜资源，食品工业近年来异军突起，
已形成四大食品专业园区。

2011年，食品工业成为淮北第二大行业，
产值突破160亿元，预计今年可达300亿元。

淮北农畜牧业异军突起和土地流转密不
可分。淮北市农委的信息显示：截止到 2011
年 10 月，全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达 30.85
万亩，其中流转耕地面积 24.69万亩，比上年
增加3.85万亩。

“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
营，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
种，加快了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淮北市
农委工作人员说。

全市通过土地流转开展粮食种植的面积
达 5万多亩，粮食种植户 492户，户均经营面
积 102.6 亩，其中 100~300 亩的 289 户，300~
500亩的62户，500亩以上的15户。

与淮北相邻的河南永城则是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市、全国粮油百强县。据了
解，永城现有 142 家面粉加工企业，年加工
小麦 60 亿斤，永城每两年举行一次面粉博
览会，是全国唯一获得“中国面粉城”称号
的城市，“面粉之城”已成为永城的一张

“名片”。

淮北牵手永城
打造食品工业高地

淮北市发改委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淮北市现在的定位是“立足黄淮海，面向长
三角，打造淮北现代食品工业高地”。

今年 8 月初正式入围中原经济区后，
淮北市这一转型战略进一步得到中原腹地
农业和食品工业的强力支持。

淮北市粮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淮北
市盛产棉花、大豆、小麦，这些优质资源为
发展现代食品产业提供了坚实基础。

淮北市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目前
已经和永城市及安徽宿州市初步形成了
宿—濉—永粮食加工产业带。

淮北市发改委的专家介绍，永城距淮
北市中心不到 38 公里。该市目前日加工
小麦100吨以上的面粉企业有150多家。

近年来，不少永城企业纷纷将目光投
向淮北、宿州这些临近的原粮产地，直接到
安徽投资合作。

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镇的鑫麦园面粉
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公司在
临涣镇投资 8500 万元，日处理小麦 500
吨。公司正是永城市的民营企业家过来
兴建的。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谈起这种合作模
式深有感慨，濉溪县小麦产量巨大，小麦
收购价格比永城每市斤低 1~2 分，每吨
可节约成本 30~40 元。当地便利的铁路
还能进一步节约运输成本，且投资环境
也很好。

淮北市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永城的
粮食加工企业有实力、有技术。淮北市有
丰富优质的粮食资源，淮北市2009年建立
的凤凰山食品经济开发区，是安徽省第一
家也是唯一一家以食品工业为主导的经济
技术开发区。

目前，开发区入驻企业已超过 60 家，
到“十二五”末，产值预计将达到300亿。

现在淮北和永城又同属中原经济区这
个大家庭，双方完全可以进一步密切合作，
把宿—濉—永粮食加工产业带建设好，进
一步增加就业、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在淮北，梆子戏几乎人人都能哼上几
句。该市梆剧团艺术家介绍，即使是今天，该
市的厂矿、郊区和农村剧团在演出剧目时，绝
大多数唱的仍是淮北梆子戏。

2011 年 5 月，淮北梆子戏被国务院确定
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淮北梆子戏，其实源于豫东沙河调，原名
就是沙河调或沙河梆子。

淮北市文联相关专家介绍，淮北与豫东
比邻，双方艺术交流源远流长。几百年来的
文化交流中，豫东沙河调在淮北地界逐渐吸
收了淮北民歌和民间小调的有益成分，演变
成今天的淮北梆子戏。

淮北梆子戏唱腔具有高昂、粗犷、奔放、
感染力强的特点，有 200 多种曲牌。淮北梆
子演唱分大本腔与二本腔，在伴奏乐器上除
弦乐和鼓板之外，另加枣木梆相击作声，以增
强声调节奏。

除了梆子戏同根同源，流行于豫皖苏鲁

四省交界一带的泗洲戏，也在淮北和永城广
受喜爱。

泗州戏又称“拉魂腔”，在永城市则被称
为柳琴戏。无论在永城还是淮北，这句民谚
都广为流传：“拉魂腔，拉魂腔，不怕你不来，
就怕我不唱。”

“拉魂腔”曲调优美，唱词通俗生动，在豫
东、皖北、苏北、鲁西南一带很受欢迎。

淮北市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2009 年 2
月，中国首届豫皖苏鲁“拉魂腔”戏曲大赛在
宿州泗县举行。包括淮北、永城在内的豫皖
苏鲁四省 22 支代表队都参加了比赛。永城
柳琴剧团的《皮秀英四告》还获得了金奖。

今年11月，由安徽省戏剧家协会、河南省
戏剧家协会、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山东省戏剧
家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承办的“第二届中国
（皖苏鲁豫）拉魂腔戏曲演唱大赛”将拉开帷
幕。届时，淮北、永城、宿州等多个中原经济区
成员城市都将派队参加，进一步加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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