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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已有淮南牛肉汤门店 3万余家，牛肉汤预制菜热销

北上广，牛肉汤方便食品等销售到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淮南：一碗牛肉汤 香味飘四方
安徽日报记者 柏 松

“各位老铁，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淮南
牛肉汤预制菜，零下 30℃急冻锁鲜，保证了
500 克牛肉汤原汁原味，280 克的切片熟牛
肉和配菜，放进锅里，5 分钟即可食用……”
3 月 15 日， 在安徽淮记食品有限公司的直
播间里，主播正在抖音上推销淮南牛肉汤。

“陈家岗、毕家岗，淮南一路十八岗，穿
大街、走小巷，岗岗飘香牛肉汤！ ”这一首脍
炙人口的民谣，传扬着淮南牛肉汤的美名。
从遍布大江南北的牛肉汤实体店， 到牛肉
汤方便食品、预制菜热销市场，淮南牛肉汤
产业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打造
出了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

实体店，品尝记忆味道
走在淮南街头， 星罗棋布的淮南牛肉

汤实体店让当地市民品尝着记忆的味道 。
一大锅漂着牛油的牛肉汤，满满一勺粉丝、
千张和豆饼，铺上薄薄的牛肉，在热气腾腾
的骨汤里翻滚，几分钟后装碗，撒上香菜和
葱花，顿时喷香扑鼻，食客大快朵颐。

“2022 年，淮南牛肉汤全产业链产值约

为 235 亿元。 ”淮南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岳
锐告诉记者，当地有 1600 余家淮南牛肉汤
餐饮门店，年营业额 22 亿元，带动肉牛养
殖、粉丝、千张 、豆饼配料和物流运输产值
13 亿元，带动就业人员 15000 人。

针对地方名牌产品培育， 淮南市优化
发展环境，提供政策、资金扶持，打好淮南
牛肉汤产业化这张“牌”。 为将这一品牌美
食做大做强，“淮南牛肉汤” 注册了集体商
标，成立了淮南牛肉汤协会和商会，建立了
培训基地，制定了技术规范地方标准，正在
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一侧， 徽知味
（北京）餐饮管理公司推出的“辣一碗”淮南
牛肉汤，深受食客欢迎。 在京创业的淮南企
业家朱家康先后注册了两个淮南牛肉汤商
标，旗下 5 家直营店、80 多家加盟店辐射到
天津、河北、山东等地。 在上海、在苏州、在
广州……如今， 越来越多的淮南牛肉汤店
走出淮南、走出安徽，通过示范店、加盟店
模式树立品牌。 目前，全国已有淮南牛肉汤
门店 3 万余家，产业规模 200 亿元，就业人
数达 30 万。

方便装，打造新兴产业
在淮南市大通区大通创业园， 记者走

进淮南道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流水线上
生产的牛肉汤方便装正在打包装箱。 这一
批 800 件淮南牛肉汤将发往芜湖市场。

企业负责人陈正东向记者介绍， 该公
司共有 16 个品种的淮南牛肉汤方便装产
品，2022 年产值 1260 万元，畅销苏、浙、沪、
豫、鲁等地。

随着淮南牛肉汤走向全国， 调料和方
便食品也纷纷面世， 一个新兴的牛肉汤产
业正悄然崛起。

在淮南西商农商城里， 淮南牛肉汤技
术推广交流厅是淮南厨英商贸有限公司的
特色招牌， 已为北上广地区千余人进行了
牛肉汤制作的实操免费培训。 该公司负责
人王兰义告诉记者，除了进行技术指导，他
们还为全国数千家淮南牛肉汤实体店提供
香辛料配制、全套食材供应。

“我们将全面提升淮南牛肉汤原材料
产量及品质，培育壮大产业规模，推动市场
品牌开拓，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大力发展电
子商务， 争取把淮南牛肉汤打造成为淮南
食品轻工业中的支柱产业。 ”淮南市相关负
责人说，到 2023 年底，淮南牛肉汤全产业链
力争实现销售收入 300 亿元。 其中，牛肉汤
预制菜 10 亿元，配套及衍生产业 30 亿元，
实体门店销售收入 260 亿元。（下转四版）

把全国两会精神转化为淮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强调:“要牢牢把握
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全市各地各部门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 紧密结合淮南实际， 抢抓机遇、 埋头苦干、
奋勇前行， 切实把全国两会精神转化为淮南高质量
发展的生动实践。

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要着力提升
创新能力， 支持企业、 高校院所共建体系化、 任务
型创新联合体， 集中力量组织实施原创性引领性科
技攻关项目， 进一步提升我市科技创新自主权。 要
着力建强创新平台， 构建创新协同、 产能共享、 供
应链互通的创新创业生态，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水平。 要着力培育创新人才， 深入实施“淮聚
万才” 行动， 发挥高校人才工作站作用， 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 建立以创新价值、 能力、 贡献为导向的
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建设一站式服务平台， 让人
才引得进、 留得住、 干得好。

必须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要统筹抓好
稳定投资和促进消费， 坚定不移扩大有效投资， 尽
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千方百计促消费， 落实好

“徽动消费” 行动。 要统筹抓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
业， 形成龙头引领、 梯队协同、 链群互动的产业集
群发展格局。 要统筹抓好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 抢
抓长三角一体化、 合淮同城化机遇， 主动靠上去、
积极融进去，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扎实开展外贸主

体培育壮大工程。 要统筹抓好国资国企和民营经
济，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盘活用好闲置工业厂房等
各类国有资产， 扎实开展全省百强民营企业培育行
动， 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潜力。

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乡村振兴。 要坚决扛起
粮食安全责任， 深入实施“两强一增” 行动， 在良
田、 良种、 良机等方面下大力气， 保障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要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创新，
持续推动农业生产“大托管” 改革全覆盖， 探索土
地集中、 村庄集中的农村发展新模式， 巩固深化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 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 要大力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 积极延伸和拓展粮食精深加工、 畜禽水产
养殖业加工、 地方名优农产品加工三大产业链， 培
育发展生态旅游、 休闲观光、 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
业态。 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实现乡村由表及
里、 形神兼备全面提升。

必须全力以赴保障人民幸福安康。 要突出抓好
基层治理，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以“网络化+网格
化” 为重点， 创新服务方式， 提升服务效能， 及时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要突出
抓好民生实事， 扎实开展 10 项暖民心行动， 全力抓
好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稳步推进城
中村征迁改造、 淮河岸线整治， 不断改善老旧小区、
城郊结合部等环境容貌， 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 要
突出抓好生态保护， 持续抓好西部采煤沉陷区综合
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 以更高站位推进“双碳” 行
动， 深入打好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战， 让绿色成
为淮南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HUAI�NAN�RI�BAO�
淮南日报社出版 2023 年 3 月 24日 星期五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4-0006 癸卯年闰二月初三
网址：Http://www.huainannet.com 总第 15046 期 今日 8 版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携手同行

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单行

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
国新华书店发行。

任泽锋在全市农业生产“大托管”工作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强 化 责 任 担 当 凝 聚 改 革 合 力
推动农业生产大托管改革扩面提质增效

汪谦慎出席会议
本报讯 3 月 23 日，全市农业生产“大托

管”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任泽锋出
席并讲话。 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凝聚改革
合力，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大托管”改革扩面
提质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
业强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委副书记汪谦慎
主持推进会。 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欧冬
林，市委常委、潘集区委书记宋立敏，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夏智明，市政协副主席李大松出席
会议。

任泽锋在推进会上指出，近年来，我市高
度重视，扎实推进农业生产“大托管”改革，从
试点探索、点上开花，到全市推广、全面推开，

取得的成果越来越丰硕，现在已经到了全面深
化、全域拓展、全方位延伸的关键时期。 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深化“大托管”改革的信
心和决心。 要在“扩面”上下足功夫，加快实施
整村推进，确保资金发放到位，加强托管过程
监督；在“提质”上铆足干劲，做大做强农管家
公司，加快推进“大托管”信息化平台建设，加
大金融支持力度，强化科技赋能，全面提升“大
托管”各环节服务水平；在“增效”上做好文章，
延伸产业链条，培育做强农产品品牌，助推乡
村振兴；在“集中”上探索突破，审慎稳妥推进
村庄集中建设，有序推动土地集中整理，因地
制宜推动“小田变大田”。

任泽锋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凝
聚“大托管”改革合力，确保“大托管”改革取得
新的更大成果。 要坚持党建引领，着力汇聚整
合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资源要素，促进各方参
与支持打造“大托管”改革升级版；加强宣传引
导，广泛开展“大托管”政策宣讲，让广大农民
群众真正认同、参与、拥护“大托管”。

当天上午，汪谦慎、宋立敏、夏智明、李大
松与参会人员一起实地观摩了毛集实验区穆
台村、寿县安丰镇和双桥镇农业生产“大托管”
工作。 下午召开的推进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通
报了全市农业生产“大托管”进展情况，寿县等
8 家单位作了交流发言。（本报记者 何婷婷）

习 近 平 的 天 下 情 怀
3 月的北京，春风荡漾，万物复苏。
15 日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

馆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以
视频连线方式同来自全球 150 多个国家 500 多个政党和政治
组织的领导人共同探讨人类社会现代化这一重大议题。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党的二十大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思
想理论，共同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眼光、天下情怀。

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放眼人类发展的宏大坐标系思考中国发
展，将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引领
新时代的中国携手世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一）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从历史的
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
大事业”

2022 年 6 月 24 日晚， 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火通
明。跨越山海阻隔，五大洲 18 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
导人“云端”相聚，共商全球发展大计。

“尊敬的习主席，感谢您举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感谢您
值此艰难时刻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埃及总统塞西

动情地说。
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 全球发展进程遭受严重冲击，世

界愈发将目光投向中国。
“上世纪 60 年代末，我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庄当农

民，切身体会到了百姓的稼穑之难和衣食之苦，他们对美好生
活的渴望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习近
平主席以梁家河的变迁切入， 讲述发展之于人民的重要意义：
“半个世纪后，我重访故地，看到乡亲们吃穿不愁，衣食无忧，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

陕北高原是习近平的根，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
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

也正是在这里，青年时期的习近平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渐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最
初的认知。 他后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
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 ”

“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
障，人权才有基础。 ”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习近平
主席立身行事、治国理政、心系天下的情怀风范，令与会者动容。

早年在地方担任领导干部， 习近平有次谈及对 “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解时说：“‘平天下’不是打天下，不是统
治天下，而是让老百姓摆脱贫困，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天下都
以你为榜样去和平发展，用你的理念去协和万邦，实现大同，这
就离‘平天下’不远了。 ”

从下乡插队时“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的憧憬，到改革开放
之初访问北欧时“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的夙愿；从在福

建工作时推动向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推广菌草扶贫技
术，到担任国家领导人后帮助解决“西非之角”塞内加尔乡村居
民饮水问题……岁月悠悠，拳拳之心从未改变。

“中国是个负责任国家，我们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
时也要处理好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争取更加有利的外部
环境，也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012 年 12 月
5 日，在担任总书记后的首场外事活动中，习近平鲜明阐述中
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外交政策。他强调，“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次年 3 月，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习近平在俄罗斯莫
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
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

“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带着对人类发展大势的深邃思考，习近平主席
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中国传统天下观、马克
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引领中国为促进人类持
久和平、共同繁荣贡献智慧与力量。

维护世界和平，我们矢志不渝———
2014 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出访欧洲多国。 每到一处，他必

谈“和平发展”。在法国巴黎，谈及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时说：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
狮子。 ”在德国柏林，驳斥“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
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
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在比利时布鲁日，道出中
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役

的历史记忆犹新，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反
对战争，所以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干涉
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内政。 ”

纵使国际风云变幻，习近平主席维护和平果实、捍卫公平
正义的决心坚定不移：在莫斯科，亲切会见曾在华参加抗日战
争的俄罗斯老战士， 主动上前为年迈的老战士佩戴纪念奖章；
在北京，开展“胜利日外交”，在天安门城楼上呼吁世界共同铭
记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一伟大真理；在纽约，向联
合国赠送“和平尊”，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决定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 8000 人规模的维和
待命部队；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
点思考”，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

推动共同发展，我们孜孜以求———
2021 年 12 月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前夕，习近平主席收到曾

在上海学习铁道工程的 9 名老挝留学生的联名信：“世界最先
进的铁路从中国连进老挝，也连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得知他们要把在中国学到的本领贡献给中老铁路的运营
和发展，习近平主席非常高兴。

2013 年金秋，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从历
史走进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谨细腻的“工笔画”，
近 10 年来，这条承载文明记忆、寄托未来梦想的希望之路，书
写下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肯尼亚有了第一条现代化铁路，马
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 白俄罗斯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
业，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重焕生机，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再
创辉煌…… （下转四版）

3月 23日，无人机拍摄的淮河两岸万顷良田，郁郁葱葱，呈现勃勃生机。 近年来，我市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大力实施“小田变大田”农业生产大托管改革，为加快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本报记者 张 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