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2013年年99月月1212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编辑编辑沈艳沈艳 || 组版组版方芳方芳

校对校对刘军刘军

AA0404
星策划星策划

淮北市因煤而建、缘煤而兴，近年来，辖

区内煤炭资源日渐枯竭，每年都有煤矿关井

闭坑，完全依靠煤电产业发展的路子将越走

越窄，淮北即时选择城市产业转型，打造“精

致”淮北。

产业结构单一的转型

“城市产业结构层次低下，城市经济以矿

业生产为主，产业结构单一；受计划经济体

制制约严重；企业社会负担重，城市就业和

社会保障压力巨大；机制体制问题突出，创

新能力不足；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问题严重等问题。作为煤炭资源型

城市之一的淮北市，也不乏存在上述问题。”

淮北政协曾就淮北市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关意见。

淮北市原市长牛弩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说，淮北明确提出“从单一煤电行业向多

元产业转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传

统商业向现代商贸物流业转型、城乡二元结

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工矿伴生城市向山水

生态城市转型、传统管理型政府向管理服务

型政府转型”的六大转型路径。

“精致之城”的新思路

在这一过程中，淮北将产业转型摆在重中

之重的位置，着力调整优化结构，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形成煤电、煤

化工、食品、机械制造、纺织服装、新型建材六大

主导产业，实现了以食品、机械制造为代表的

非煤产业迅猛发展。经过数年发展，淮北非煤

产业占工业比重由19.6%增至57.8％。

根据淮北经信委数据显示，当前淮北工

业经济形势，煤炭弱势运行仍是导致淮北工

业增速回落最直接的原因，短期内难以根本

性扭转，并影响机械制造等行业，对工业增速

形成下拉作用。结构不优是该市工业增速放

缓的深层次因素。

今年9月11日，淮北市委市政府提出建

设“精致淮北”的意见，认为到2020年，把淮

北基本建成“产业精良、文化精深、城市精

美、作风精细”的精致之城。

“精”淮北：产业精良、城市精美

大
厨
房
、强
融
合
、精
产
业

安
徽
三
城
市
转
型
探
微

区域经济发展，或以地方资源兴起，或以商贸纵横。安徽自承接东部产业转

移以来，皖人以自我智慧，善策略，强变革，兴产业，百业兴隆。本报以阜阳、淮

北、滁州三个城市为例，深入探究各地市是怎样突破窠臼，逐渐走向自己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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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国0.5%的耕地，产出全国1%的

粮食。阜阳，是全国闻名的百亿“江淮粮

仓”。如今，百亿“江淮粮仓”正华丽转身，

向千亿江淮厨房迈进。

产业化助力打造“百亿粮仓”

总投资额1.6亿元，拥有大型现代化方便

面生产线8条、饼干生产线4条……位于阜阳

颍东经济开发区的安徽麦德发食品有限公司，

处处显现出现代化食品加工企业的气息。

自2008年以来，阜阳粮食总产连年超

过100亿斤，2012年，该市全年粮食总产

达104.6亿斤，增长4.6%，实现“七连增、九

连丰”，百亿江淮粮仓殷实，为食品加工业

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通过不断招商引资，延伸食品产业链

条，逐渐形成了以太和为中心的面粉加工带

和以颍东为中心方便食品加工带，现已拥有

日产200吨以上的面粉加工企业21家，日

加工小麦能力6000吨；拥有方便面生产线

41条，日生产方便面1600万包，从而把“卖

原粮”变成了“卖产品”，粮食在产业化链条

中大幅增值。

“企业+基地+农户”的订单模式，既确

保了农民小麦的销路和收益，又确保了加

工优质面粉的原料来源，实现了基地发展、

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2012年，全年农民

人均纯收入5922元，比上年增长16.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4%。

“大粮仓”迈向“大厨房”

目前，阜阳市已建设和形成一批与农

产品加工企业相配套的原料基地，通过农

企利益联结机制，采取“龙头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村经

纪人＋农户”和“龙头企业＋基地＋农户”

等多种形式，为企业发展提供原料，使农户

最大限度地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等环节

的利益。

阜阳九珍食品工业园总投资 1.26 亿

元，是一家以生产调味品为主的企业。企

业副总经理王晨告诉记者，企业2012年实

现销售收入 2.5 亿元，完成利税 2600 万

元。“九珍”牌系列调味品如今深受英国人

的喜爱，为打开国际食品市场开辟了一条

路子。“我们品牌的成功也标志着越来越多

的农产品名牌将在阜阳这块沃土上产生。”

目前，阜阳市食品生产企业达到近

3000家，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规模企

业达156个，初步形成酿酒、卷烟、调味品、

粮油和肉类加工等八大生产门类530多个

品种。

滁州乘着国家级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

移战略的东风，通过融入南京经济圈，打造

宜人新城，推动六大支柱产业加速冲入安徽

工业经济第一方阵。

“转型”成为发展的突破口

细细分析滁州的“两个资源”，传统家电

产业有相当基础；地下资源当数凤阳的石英

砂、定远盐矿等非金属矿产资源的优势。而

对于区位优势而言，滁州和长三角距离最

近、接壤的边界最长，可以说是东部向西进

的必经之地。

2012年,滁州市出台了强力推动六大支

柱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重点打造家电信息、硅（玻

璃）、盐化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六大支柱产业，每年实施60项重

点工程，每年确保百个亿元项目竣工投产。

千亿元硅玻璃产业的凤阳县，通过引进

高科技企业，鼓励自主创新，新上一批能耗

低、产出多、附加值高的项目，研发出大批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实现硅

玻璃产业从“量”到“质”的转型升级。

“大”滁州融进南京经济圈

目前，滁州已形成家电、汽车、机械、纺

织、化工等主导六大支柱产业，产业集群效

应初显。

在政府层面，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力度，加

快国家家电研究院安徽分院、国家电子器件

及绿色照明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建设，

提供创新公共平台。在企业层面，加大技术

改造力度，2012年完成200亿元技改投资，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2004年，滁州与南京签署全面合作框架

协议，拉开了东向发展、承接产业转移的大

幕。2012年4月28日，苏滁现代产业园项目

正式破土动工，这是安徽参与长三角互利合

作、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提升皖江示范区

建设水平的成果。

不仅如此，滁州提出“大滁城”概念，以

滁州主城区为中心，以来安、全椒、乌衣为三

个副中心，以琅琊山风景区为依托，做到“一

年全面启动，两年拉开框架，三年初具规模，

五年展现新貌”，打造经济繁荣、山水相连、

生态优美、宜人宜居的新滁城。

黄澄澄的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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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阜阳：从百亿粮仓迈向千亿厨房

“大”滁州：方阵冲刺的战略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