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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位于安徽省中北部， 因煤而建， 缘煤而兴。 淮南煤矿始建于 1897年， 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整装煤田。 新中国成立
以来， 累计生产原煤近 16 亿吨，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因煤炭开采也形成了 42.54 万亩采煤沉陷区，
区内岩石裸露、 水土流失、 植物群落衰退， 严重影响了区域内局部生态系统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整体景观风貌。

近年来， 市委、 市政府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 以世行贷款淮南“九大”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为
突破口， 探索了“沉陷地环境修复、 生态资源利用、 景观格局塑造、 煤炭文化表达” 四位一体的淮南采煤沉陷区治理新
模式， 初步建成具有一流水准、 一流影响力、 一流示范性的生态绿廊、 景观视廊和城市游廊。

世行贷款淮南“九大”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的成功实践， 为我市及国内其他同类型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提供了
示范。 本版摄影 倪 军 陈海涛 罗 丹 田 刚 陆兴梁 张维亮 王瑞玉

向“生态之城”华丽转身
△大通湿地公园新貌。 △昔日沉陷区， 今日鸳鸯湖。

蓝蓝天天碧碧水水““天天目目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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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沉陷区变身新集公园。

△花香四溢的月季园。

△保留下来的煤矿遗址井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