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足马力抓生产
春节之后，我市各企业积极复工复产，开足马力、铆足干劲投入到新一轮生产，

加速新产品研发，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图为位于淮南高新区的安徽埃夫利舍智能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节后抢抓订单忙生产。 本报记者 陈 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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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 抓 影 视 流 量 激 发 文 旅 增 量
张昌涛

一剧倾城，
满屏生辉。近年
来，“一部剧带
火一座城”已不
再是单独的案
例。 电视剧《六
姊妹》 的热播，

为淮南文旅破圈开启了大门。 如何牢
牢抓住“影视流量”，进一步激发“文旅
增量”，已然成为我们当下需要深入思
考并积极实践的关键课题。

活化历史场景，沉浸文化之海。 于
《六姊妹》中，淮南的九龙岗民国建筑
群、田家庵老北头街区等取景地，宛如
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明珠， 静静诉
说着这座城市的悠悠往事。 它们不再
只是冷冰冰的历史遗迹， 而是承载着
深厚文化底蕴的宝藏， 是淮南文旅腾
飞的珍贵羽翼。 这些地方以其独特的
历史风貌，吸引着无数探寻的目光，尤
其是在电视剧热度的加持下， 更成为

众人瞩目的焦点。
为充分释放这些文化场景的潜

力，有学者认为，精心规划“六姊妹主
题旅游线路”刻不容缓。 沿着这条充满
故事的线路， 我们可以将剧中充满市
井烟火的淮上码头、 见证姐妹情深的
六姊妹游园等标志性场景一一串联；
通过高度还原剧中场景， 让游客仿若
穿越时空， 置身于电视剧的精彩情节
之中；还可以增设互动装置，让游客能
够亲身参与到剧情相关的活动里，增
强他们的体验感。 有网友提议引入剧
本杀等新潮娱乐形式，以《六姊妹》故
事为蓝本设计专属剧本， 让游客在沉
浸式角色扮演中， 深度领略淮南的文
化魅力， 从而增强对淮南文旅的体验
黏性。

从观剧之乐到品城之韵， 实现文
化深度升华。《六姊妹》 不单单是一部
展现淮南自然风光与特色建筑的剧集，
它更如同一本蕴含着丰富家风文化的

书籍，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等传统美德
跃然纸上，为淮南文旅的深度挖掘开辟
了崭新道路。 我们应顺势而为，积极开
发“家风研学游”，将电视剧中的家风元
素与本地传统文化巧妙融合。

安徽传统文化中， 六尺巷所代表
的谦和精神，是其精髓所在。 我们可以
将六尺巷的谦和精神与《六姊妹》的叙
事紧密相连，打造独具安徽特色的“家
教文化走廊”。 在这条文化长廊中，通
过展示家风故事、传统家训，举办家风
主题讲座、互动活动等形式，让游客在
游览的过程中， 深入了解安徽的家教
文化，实现从单纯“看剧”到深度“品
城” 的华丽转身。 这种深度的文化体
验， 不仅能让游客对淮南留下深刻印
象，更能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
淮南文旅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

政策与市场携手， 共筑长效发展
蓝图。 在借助《六姊妹》热度推动文旅
发展的进程中， 政策的有力支持是坚

实的后盾。 要加快提升景区基础设施，
着力完善停车、餐饮等公共服务，为游
客营造便利、舒适的旅游环境。 市场的
力量同样不容小觑。 我们可以联动影
视主创团队， 邀请他们参与淮南文旅
宣传活动， 借助其影响力吸引更多粉
丝关注淮南；还可以与网络达人合作，
持续输出“打卡攻略”，通过社交平台
的广泛传播，吸引更多潜在游客。 如此
一来， 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长效传
播效应，让淮南文旅的热度持续攀升，
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站在文旅融合的 4.0 时代， 城市
竞争已从资源禀赋的比拼转向文化叙
事的较量。《六姊妹》给予淮南的不仅
是短期的流量红利， 更是一把打开城
市文化宝库的金钥匙。 只有将影视作
品的感染力转化为文化场景的渗透
力， 将剧集的热度升华为城市精神的
温度，才能在“千城竞秀”的文旅新赛
道上，书写属于淮南的“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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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压舱石”。 近年
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大力实施制造强市战略，持
续推进科技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坚持 “四个
聚焦”助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4 年，全
市规上制造业增加值、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增速
居全省前三位，技改投资、工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同
比增长 45.4%、27.1%、20.9%， 分别居全省第二位、
第四位和第六位。

聚焦政策落地稳增长
新型工业化“强基”。 重点实施集群发展、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融合发展四大发展行动有力推动
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寿县上榜 2023 年度全省制造
业发展 10 快县（市），寿县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及动
力零部件产业集群成功申报 2024 年度省中小企业
特色产业集群，淮河能源、中煤新集进入 2024 年安
徽百强企业名单；淮南新东辰控股、中安联合煤化、
安徽嘉玺进入 2024 年安徽制造业百强企业名单，
进入榜单工业企业总数创近年历史新高。

设备更新“固本”。 全力推进制造业有效投资攻
坚行动，制定出台《淮南市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
实施方案》， 聚焦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开展设备更
新。 万泰电子、达因汽车等 6 个项目获国家申报工
业领域设备更新超长期国债资金支持。

惠企政策兑现“增效”。 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简
化经办流程，让扶持政策及时落地见效。 2024 年，共
争取到位制造强省、中小企业发展等项目资金 6130.7
万元；兑现制造强市政策项目资金 5196.55 万元，争取
项目资金较上年分别增长 89.2%、19.2%。

聚焦数字赋能促转型
数字化转型“树标杆”。 突出产业、企业、区域三

个重点，加快推进全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淮南经
开区、寿县经开区获评省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 中
煤新集刘庄煤矿 5G 智慧矿山、 埃夫利舍智造中心
5G 工厂、 能启电气 5G 工厂、 平圩发电 5G 工厂 4
个项目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 5G 工厂名录， 数量居
全省第二位。

绿色低碳发展“提质量”。 认真落实《淮南市工
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加快推进碳达峰工作。 新
增国家级绿色工厂企业 4 户、 省级绿色工厂企业 8
户。 淮南经开区进入国家绿色工业园区公示名单，
中安联合煤化进入工信部 2023 年度煤制烯烃行业
能效“领跑者”企业名单。

科技创新“创精品”。 扎实推进专精特新企业倍
增专项行动，全市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62 户、
省级“三品”示范企业 18 户、“三首”产品 15 个。 万
维机电等 4 家公司被认定为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标准化示范企业。 新增达因汽车、凯盛重工等 23 个
安徽省新产品。

聚焦要素保障扩需求
打造三个平台“赋能量”。 依托企业家大讲堂，

打造企业交流服务品牌；依托政银企对接会，搭建
常态化政银企对接平台； 依托工业品产销对接会，
搭建上下游企业供需对接平台。银企签约贷款意向 3.29 亿元，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
问题。

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求变量”。 全市年度参评规上制造业企业 760 户，亩均税
收 9.7 万元，同比增长 15.6%；亩均营收 227.3 万元，同比增长 1.6%。潘集经开区获评
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亩均效益领跑者；中安联合、国瑞药业、牧原农牧获评全省制
造业企业亩均效益领跑者。

强化高端装备双招双引“扩增量”。 全市在省“双招双引”综合调度管理平台录
入项目 76 个，拟投资额 190 亿元。 装备制造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28.4%，超年度下达
目标任务 18.4 个百分点。

聚焦为企服务优环境
规范部门监管做到为企服务“有尺度”。 全面规范工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部

门联合抽查检查，严格落实省市有关“综合查一次”相关要求，减少涉企检查频次，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下转四版）

习近平就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逝世
向 纳 米 比 亚 总 统 姆 本 巴 致 唁 电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2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纳米比亚开国总
统努乔马逝世向纳米比亚总统姆本巴
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
深切哀悼，向努乔马前总统亲属 、向纳
米比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努乔马前总统是非洲
老一辈政治家、革命家，曾带领纳米比
亚人民追求并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努力
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作出了
历史性贡献。 他生前坚定对华友好，积
极促进中纳传统友谊和中非友好合作。

他的逝世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巨大损失，
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老朋友、 好朋
友。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纳
传统友谊，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定会得到
更大发展。

任泽锋前往谢家集区八公山区调研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节后复工复产情况时强调

乘势而上紧张快干 强化保障优服务铆足干劲开新局
本报讯 2 月 10 日下午， 市委书

记任泽锋前往谢家集区 、 八公山区调
研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节后复工复产
情况。 他强调 ， 要坚定信心 ， 只争早
夕， 铆足干劲抓项目 ， 开足马力促生
产， 强化保障优服务 ， 凝心聚力促发
展 ， 奋力拼抢一季度 、 实现 “开门
红”， 为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蓄力赋
能。 市委常委 、 常务副市长张劲松陪
同调研。

在谢家集区，任泽锋先后来到安徽
南澳地毯有限公司、新南港汽车智能安
全零部件有限公司、特码斯派克工业技

术 (安徽 )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边走
边看，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 ，详细了
解企业复工复产、 产品销售等情况，鼓
励企业坚持创新引领 ， 全力以赴稳订
单、拓市场、促生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
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做大做优做
强。 任泽锋还调研了浦江·蔡楚产业园
项目，实地查看项目规划 、标准化厂房
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 ，强化
服务保障， 以更大力度推动项目早竣
工、早见效。

在八公山区，任泽锋深入益民阳光
二期项目施工现场 ， 详细了解项目规

划、工程进度等情况。 他指出，保障性租
赁住房建设是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要
强化统筹配合，加快施工进度 ，完善配
套设施，确保项目尽早交付使用。 在牛
肉汤产业园项目处，任泽锋详细了解园
区规划、项目招引等情况。 他强调，要立
足园区特色化定位 ， 精准对接企业需
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秀
企业到园区集聚，持续提升产业集群发
展水平。 在安徽锐傲重工有限公司，任
泽锋听取企业试生产、发展规划等情况
介绍， 鼓励企业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
积极开拓市场，加快发展壮大。

调研中，任泽锋强调 ，要切实增强
紧迫感责任感，主动靠前服务 ，加大保
障力度，全力以赴抓产业、拼项目、促招
商。 要认真落实重大项目周调度、领导
干部包保联系重大项目等制度，进一步
加强项目全过程监管，在保证项目安全
和质量的前提下 ， 确保重点项目按序
时进度顺利推进 。 要落细落实各项惠
企政策， 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 、 项
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 更好助
力企业健康发展 、 项目加快建设 ， 为
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何婷婷）

看《六姊妹》探源淮南水陆交织的城河史诗
本报记者 苏国义

电视剧 《六姊妹》 的热播， 不仅
将淮南的市井温情与时代记忆搬上荧
屏， 更通过淮河码头的渡轮、 老街巷
的烟火， 唤起了人们对这座滨河大城
与水运历史的关注。 淮河作为淮南的
“母亲河”， 既是城市发展的命脉， 也
是文化传承的纽带， 了解淮南不能错
过淮河。

故事在田家庵镜头在九龙岗
剧中， 何文氏与何家丽乘船过淮

河的经典画面取景于哑巴渡口和田家
庵码头， 这一场景不仅复刻了上世纪
60 年代淮南人的日常交通方式， 更映
射了淮河作为水路枢纽的历史地位。

故事发生地的田家庵在历史上历
经多次行政区划调整 。 20 世纪 20 年
代， 随着大通煤矿的开采， 田家庵逐
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水运港口和商业集
散地。 经过多年的发展， 荧屏中熙攘
的老北头菜市街就是当时淮南市井生
活的缩影。 但剧中的何家老宅其实位
于大通区九龙岗民国小镇， 其建筑群
曾是日军侵占淮南矿区时的驻地。

剧集背后镜头之外的淮南
淮南的近代发展始于煤炭资源 。

20 世纪 30 年代 ， 当时的国民政府为
开采九龙岗煤矿， 修建了淮南第一条
窄轨铁路， 将煤炭经淮河水路运往全
国。 日军占领期间， 铁路被修复并延
伸至蚌埠， 成为掠夺资源的工具。 彼
时的淮河码头， 既是煤炭外运的动脉，
也是劳工血泪的见证。 电视剧中 “淮
南矿业所 ” 建筑被用作保健院场景 ，
其建筑正是这段历史的遗存。

1949 年淮南解放， 铁路与煤矿回
归人民手中。 50 年代， 淮南铁路并入
全国路网， 大通至八公山铁路的修建

进一步强化了水陆联运能力 。 80 年
代， 平圩淮河大桥建成通车， 成为淮
河上首座铁路公路桥， 结束了淮南煤
炭依赖渡轮的历史， 极大提升了物流
效率。 与此同时， 淮南港逐渐从单一
的煤炭运输向多元化货运转型， 码头
吞吐量逐年攀升。 相应的， 淮南在发
展， 《六姊妹》 中人物的命运也在时
代大背景下， 悄然变化。

淮南故事进入新篇章
“我们年轻的时候从正阳关坐渡

轮 ， 可以到田家庵 、 蚌埠 ， 远的甚
至可以出省航至扬州 。 ” 年入古稀 、
家在正阳关的汪洋介绍 ， 上个世纪
60 年代至改革开放初期 ， 公路运输
和铁路运输没有当前这么发达 ， 水
运承担着运输重任 ， 淮河干流是千
帆竞渡 、 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 ， 沿
岸城镇因水兴旺 。 六姊妹早期生活
的田家庵就属于这一时期 。 当时伴
随煤矿开采 、 电力外送 、 大批企业
开办 ， 田家庵进入当时全国最具活
力的工业城区之一。

21 世纪以来， 淮南水运迎来新篇
章。 引江济淮工程贯通后， 淮河与江
淮运河形成 “一纵一横 ” 黄金水道 ，
淮南港升级为江淮航运枢纽， 2000 吨
级船舶可直通长江 ， 运输里程缩短
400 公里。 2024 年淮南在田家庵与潘
集之间开工新建淮南淮河大桥， 该桥
为淮河淮南段第六座跨淮河大桥 ,其
主桥为 (350+210 米 ) 独塔独柱斜拉
桥， 兼顾通航与景观， 未来将成为城
市新地标。 淮南与淮河的故事， 继续
在历史长河中书写新的篇章。

图为繁忙的淮南淮河航道。 本报记者 苏国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