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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战略确定之后，关键是淮南将怎么干？

杨振超：我认为，“中坚力”是要抓的关

键，上有中央的决策力，下有企业的竞争力，

淮南作为一个地级市，就是要抓好中间，着力

点主要是三个：本地的物质发展力、精神领导

力、干部执行力。执行力体现一个地区的党

风和干部的作风。现在淮南的发展思路、发

展目标都已经很清晰，关键是要有能力强的

人来执行。

淮南发展经济的基础要素是较好的，放

在整个安徽省都是难得的，这几年我们充分

发挥这些优势，紧紧围绕淮南的可持续发展，

着力做了一些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一是产

业转型，二是城市转型，三是环境优化，四是

改善民生，五是人才队伍建设。

记者：经济结构调整需要资金、市场、技

术、人才等很多要素，淮南转型将如何破解这

些难题？

杨振超：要提高执政能力，要学会理财，

从财源分类来说，现在第一财政是税收，第二

是国有资产增值，第三是资源有效利用。淮

南要提高各类要素生产力的配置效率，破解

转型的瓶颈制约。在资源上，要警惕“比较优

势陷阱”，不能因为有煤而错失发展机遇，这

在煤炭城市尤其需要注意。

总的来说，淮南是在写好一篇大文章，就

是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据《决策》

两型城市是一把“金钥匙”
淮南市委书记杨振超访谈录

记者：淮南提出构建两型城市的战略目标，引

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宏观上建设两型城市的

氛围下，淮南构建两型城市，有什么样的深刻背景？

杨振超：淮南作为煤炭资源型城市，需要面对

多方面的挑战：一是煤炭资源的不可再生，淮南有

没有接续产业，始终是个大问题，我们一直在努力

寻找走出“矿竭城衰周期律”的办法。二是基础设

施落后，城市建设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还不能满

足城市转型的要求。三是经济极化现象严重，在产

业结构上采煤业占了很大比例。四是转型发展、开

放发展、就业民生、生态建设任务繁重。五是解放

思想、提振精神、作风扎实还不到位。

记者：淮南要走出这个周期律，应该怎么办？

即构建两型城市的“淮南之路”将是什么样的？

杨振超：可以说，两型城市是解决淮南面临问

题的一把“金钥匙”。建设两型城市，既是一个发

展理念、发展方式问题，更关系到淮南的新型工业

化和新型城市化，关系到淮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出路。比如说采煤沉陷区治理，淮南作为煤

炭资源型城市，这是一个面广量大且影响深远的

问题，淮南已经形成不同的修复模式，有泉大模

式、后湖模式、鑫森模式、凤凰湖模式等。这些创

新不仅仅是开拓城市发展的空间，还在创造一种

新的民生改善和社会管理模式。

记者：两型产业是两型城市的最大支撑力，在产

业上如何构建才能打造出两型城市的“淮南之力”？

杨振超：淮南的两型城市是新型工业化、新型

城市化、农业产业化三化同步。首先要有产业厚

度，就是建设现代能源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煤炭

产业群、千亿级发电产业群，还要拉长煤基产业链

条，比如打造煤-电-化、煤-电-铝、煤-电-硅-光伏

等纵向产业链，走清洁生产和多联产之路；还有发

展煤炭服务业，实现多层次增值。

其次是产业高度。但不能一味追求“新概

念”，超基础、看不清、摸不到的产业是很危险的，

我们要以基础产业作保障，先进制造业作支撑，高

新技术产业作先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作引领。

三是产业深度。淮南与中石化合作，在煤化工

上发展煤制乙二醇、煤变油的中间转化剂等。在煤

的精深加工利用方面，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流化床

甲醇制丙烯技术已经研发成功，这是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技术，一个研发团队不服输，硬是研究成功

了，很不容易，这样的“顶天技术”，关键还是要如何

“立地应用”。再比如日芯光伏发电系统等。

四是产业广度。淮南的煤要从动力煤变成化

工原料煤，由能源燃料变成化工原料，这是一场革

命。据测算，煤转化为电，增值在2倍左右，而煤

转化为化工产品，增值在5到20倍左右，要把煤中

的微量元素提炼出来，开发成产品。

淮南的文化资源底蕴深厚，要把文化旅游与城

市建设、产业发展相嫁接。还有《淮南子》、淮河文

化等许多文化品牌，所以要像挖煤一样“挖文化”。

记者：从2007年11月正式提出合淮同城化

以来，每一步推进都引起外界的极大关注，站在

区域经济格局的角度，淮南是如何谋划的？

杨振超：我认为，经济圈不仅是一种地缘

关系的概念，更是一个联系广泛而密切的经

济共同体，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产业、市场、

文化、人力资本的共融。合肥经济圈集中了

各种经济要素，淮南的能源供给、六安大别山

的优质生态资源、巢湖的物流通道、桐城的文

化积淀。通过实施合淮同城化，淮南的对外

形象有了大幅提升，现在两座城市有了共融

感。

记者：在合淮同城化建设方面，淮南积

极主动，赢得外界的高度评价，淮南是如何

顺势而为的？

杨振超：淮南积极主动融入合肥经济圈，

就必须把握天时之势、用好地利之便、发挥人

和之力。但在一开始提出合淮同城化的时

候，外面有人争议，说淮南是想入非非，根本

不可能。事实证明，合淮同城化对淮南的发

展推动极大，我们一步跨入新型城市化，在合

肥经济圈中，淮南可以做好大开放的文章。

因为不在主动开放中受益，就在被动开放中

失利，如果淮南不是创造性地提出合淮同城

化，就很难创造性地融入合肥经济圈和皖江

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淮南在全省的

区域发展布局就将更加被动。

5月份的经济圈城市党政领导第二次会

商会议决定首先启动合淮城际铁路，在线路

规划时，我说，城际铁路不仅是满足人的出行

需求，还可以带动一大片区域发展。这次会

议还提出了区域性直购电网的试点，如果能

实现，淮南的电一度便宜5分钱，那么对用电

大户来说将节省一笔不小的成本，这里面有

多大的吸引力？区域直购电试点是合肥经济

圈建设的一项大创新。

城市要有自己的性格

承上启下抓“中坚”

发展战略与系统设计

要无中生有，建设百亿煤机产业基地；也要有中生优，延伸煤但更注重不唯煤、超越煤，还要像挖煤一样“挖文化”。总的来

说，淮南是在写好一篇大文章，这就是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张道刚王运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