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照淮南：在跌宕起伏中坚韧向上！
本报记者 张 静

谁能想到，这座低调的城市，竟然因为央视
的一部热播剧，成了全国人民的“心头好”。

最近，人们打招呼的方式都有点变———
“哎，看《六姊妹》了吗？ ”
“看了看了，我愣是追到后半夜！ ”
“我们周末一起去淮南找剧中同款 ！ ”
……，……
从“观影”到“入戏”，这个皖北城市，成了“网

红地标”。 每天有数万人涌入九龙岗民国小镇、淮
上码头、安徽造纸厂等剧中取景地，仿佛一夜之
间，大家都成了“群众演员”。 就连街角那只懒洋
洋的橘猫和那棵枝条上刚冒嫩芽的柿子树，也被
赋予了“剧中猫”“场景树”的光环，成了游客争相
拍照的“明星”。

这座城，火了！ 火得猝不及防，却又理所当
然，汹涌却熨帖。 毕竟，谁能拒绝一座既有厚重历
史，又有现代气息；既有工业底蕴，又有烟火温情
的城市呢？ 它让人忍不住想要多了解它一点，再
多一点……

何以淮南？
原著作者、编剧伊北说：这座皖北之城呈现

出独特的 AB 面： 一面是工业文明铸就的坚韧棱
角，一面是市井烟火滋养的柔软肌理。

剧中和现实的淮南又是如何在交错的时空
中交相辉映？

当《六姊妹》掀起的文旅热潮如聚光灯般照
亮这片土地，我们不妨以文字为镜———左手触摸
工业淬炼的钢筋铁骨，右手追寻巷陌蒸腾的烟火
温度，在齿轮与炊烟的交织中，聊聊戏里戏外淮
南的那些事，破译这座城市的命运密码。

（一)辉煌与荣光 ：火电淬炼的
工业图腾

电视剧《六姊妹》开篇便以“淮南是个煤城”
为引，寥寥六字轻轻落下，却瞬间勾勒出这座城
与能源血脉相连的命运。

淮南，缘煤而建、因煤而兴。 黑色矿脉与银色
电网交织成城市的经纬，煤电的发展史浓缩着这
座城市工业崛起的岁月，也成为深深镌刻在淮南
人骨子里荣光与记忆。

1395 年·地火初燃
淮南的煤炭开采，最早可追溯到明朝。
明洪武二十八年的洛河山（今上窑山）深处，

铁器与岩石碰撞出第一簇火星。 中都留守司的工
匠们不会想到， 他们为铸造军械凿开的煤层，将
在六个世纪后化作照亮长三角的火焰。 史册里的
寥寥数笔，成为这座城市最早的工业印记。

1907 年·近代微光
淮河岸边的冬日寒风里， 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投产的近代煤矿吞吐着乌金。 1911 年，
“大通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安徽省最早
使用蒸汽动力的矿井。 蒸汽机的轰鸣声中，德国
引进的克虏伯井架刺破苍穹，见证着传统土窑开
采向机械化采掘的历史转型。

1936 年·铁轨铿锵
1930 年， 国民政府在九龙岗成立煤矿局，修

建了首条中国人自主设计的矿区专用铁路———
田家庵至裕溪口长江码头 （今淮南铁路前身 )，
1936 年全线通车，当年运煤量约 30 万吨；1937 年
提升至 50 万吨， 占安徽省煤炭外运总量的九成
以上。 铁轮与钢轨撞击的火星，照亮了民族工业
自强的曙光。

1956 年·双星闪耀
春雷惊蛰时节，中国工业化进程在淮南写下

双重注脚：
新庄孜矿的矿车满载“华东最大煤矿”的荣

光， 淮南跻身全国五大 “煤都”。 田家庵发电厂
6000 千瓦机组喷涌的蒸汽机组， 被刘少奇称为
“中国电力工业的里程碑 ”，1958 年其铭牌编号
“001”成为新中国自主电力装备的象征。

1984 年·电力之光
1984 年， 淮南被国务院列为首批 “较大的

市”，工业发展迈入新阶段。 这一年，平圩电厂在
淮河北岸建成， 我国首台 60 万千瓦发电机组在
此落户，李鹏同志视察时题写的“平圩不平常、单
机甲中华”，成为电力自主创新的时代注脚。

90 年代·动力澎湃
90 年代老厂牌集体开挂，在能源、化工、医药

三大领域织就新的产业经纬。
新集煤矿（1993 年投产)，用 6 年时间完成采

煤界“速通挑战”，实现年产 660 万吨原煤规模，
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新集模式和新集经验。

淮南化工集团（1995 年组建)，把浓硝酸定制
成航天限定皮肤，生产的浓硝酸被称为“亚洲第
一硝”， 自主研发的四氧化二氮的分子式里熔铸
着星辰大海的密码，成功助力“神舟”飞天。

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1996 年成立)，从最初
的一个厂发展到六个厂，涵盖化学药、生物制药、
中成药、药用辅料等多个领域，在产值、销售等多
方面居全省第一，全市医药工业规模占全省近三
分之一。

黄金 10 年·多元绽放
2002 年至 2012 年，煤炭“黄金十年”。 淮南一

跃成为全国 14 个亿吨级煤炭基地和全国 6 大煤
电基地之一。 设计年产 1000 万吨顾桥煤矿的建
成投产，被誉为“亚洲第一矿”。 长三角地区每消
耗 4 吨煤，便有 1 吨来自淮南；“皖电东送”70%从
淮南发出，为沪苏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盾构机凿穿五洲地层， 航天特种线缆载着
“嫦娥”“神舟”叩问苍穹，淮南制造的筋骨里迸发
出星辰大海的雄心。

（二）沉浮与迷茫：产业褶皱里的
生长痛

《六姊妹》用一部剧的厚度，以及身处其中人
们思想观念、自身命运的深刻变革，展现了一个
时代变迁的缩影。

剧中，大姐何家丽在蔬菜公司工作多年。 原
本是“铁饭碗”，却在改革浪潮中遭遇下岗。

“我只会卖菜。 ”站在菜市场里，她手足无措。
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仿佛看到了自己曾经的生
活在慢慢远去。

三姐何家艺创业暴富，后面临破产。 她果断
卖车、搬离别墅、辞退保姆、住进小房，最终逆风
翻盘，她说“活着就有希望。 ”

时代的大潮， 裹挟着剧中每个人往前走，何
家姐妹的创业沉浮与淮南的转型发展阵痛，形成
镜像。

辉煌的余温灼痛了现实。
作为老工业城市，淮南在历史上多个时期都

创造了不少令人引以为傲的辉煌。
但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几度辉煌、几经沉

浮，这座城市也曾令人发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
流去”的嗟叹。

煤炭“黄金十年”的盛宴散场，当新世纪的晨
光穿透矿井的尘雾，“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已成
桎梏：为化解国家煤炭产能过剩，通过关闭小煤
矿，淮南市煤炭产能从亿吨级别逐步缩减至目前
的 5800 万吨。

一纸关停令，像冰锥刺入沸腾的地热层———
那些曾在地心隆隆作响的矿道，骤然陷入沉寂。

没有产能，就意味着没有效益，这对于一座
靠“资源饭”养大的煤炭城市来说，如同抽走了城
市的脊梁。 而伴随产能下降，中化三建、中建四局
六公司等十余家国企、央企搬迁合肥。

与此同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变轨
的岁月里，淮南市有近 400 家市属国企、大集体
改制，安徽造纸厂、淮南纺织厂、淮化集团等曾经
的“大厂”“老厂”大多一改了之、甚至倒闭，陆续
“失语”。 曾经的岗位是生活的依靠，如今却成了
遥不可及的回忆。 站在厂门口，望着熟悉的门，近
20 万下岗职工们的眼中满是迷茫。

更令人痛心的是， 政治生态的一度恶化，让
这座负重前行的城市愈发步履蹒跚。

面对困顿于苦涩， 真正的苏醒始于承认疼
痛，敢于在发展惯性中寻找“逆思维切口”，把遗
憾和不甘当成重构竞争力的支点。

这种撕裂与弥合，恰似淮南这座城市在转型
发展中，对自身身份的深刻叩问与艰难重塑。

时光从不荒芜，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荣耀
与阵痛交织的年轮。

我们不因一时的沉寂， 就忘记过去的辉煌；
也不因为过去的挫折，就否定所有的努力。 那些
曾经的奋斗，都是这座城市成长的印记。

经历了风风雨雨，我们在反思中明晰：真正
的转型，也始于承认心结的价值———把遗憾和不
甘，锻造成钥匙，而非枷锁时，煤海深处封存的就
不仅是过往，还有重生。

（三）重振与崛起 ：城市转型中
的元叙事

当镜头扫过淮河落日下的六姊妹时，我们看
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史诗，更是一座城市的重
生寓言。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
精彩。 ”何家丽因下岗心情低落，张建国鼓励她重
新开始。

微观个体的更迭与城市发展转型叠印———
背水一战、重振雄风，路在脚下！ 这不仅是一城百
姓的“长久夙愿”，更是一个老工业城市的“雄心
壮志”！

于是乎，克难攻坚，成为一个与淮南如影相
随的关键词。 2021 年 10 月，淮南市审时度势，着
眼于产业转型、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生态修复和
社会治理 ，以前所未有的大决心 、大气魄 、大手
笔，全面启动“五大攻坚行动”。

三年多来， 产业转型之刃剖开发展桎梏，城
市更新之剪裁去岁月褶皱，乡村振兴之犁深耕希
望土壤，生态修复之泉浸润绿色家园，社会治理
之光穿透基层迷雾。

★产业转型：跃，稳中见韧！
筑牢转型的“底盘”。 做好传统产业转型这道

“必答题”，坚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推动传统产业提“高度”、增“厚度”、拉“长度”。

搭实攀登的“跃梯”。 沉潜蓄势，打造国家新
型综合能源基地 ，推动 “风光火储氢 ”一体化发
展。 主攻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制造、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食品、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命健康“七大新兴产业”。 从 0 到 1 突破跨越，
从 1 到链跬步积累，从链到群逐步涌现。

“碳”索新路径，逐“光”向前行！ 水面上一排
排光伏板连接成“蓝色海洋”，正在源源不断“捕
捉”太阳的能量。 这是淮河能源控股集团首个“采
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水面光伏 ” 一体化示范项
目———丁集水面光伏一期，项目预计运行寿命 25
年，全部上网电量超过 50 亿千瓦时。

向“高”而攀，“智造”美好。 长约 220 米，宛如
一条巨龙横卧在唐兴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
气势恢宏。 安徽省首台自主研发制造的敞开式全
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福水号”TBM 在这里成功
下线。 距去年 11 月成功下线国内首台最小锥式
破碎顶盾机不到一年。 “淮南制造”再次以实力证
明了自己的价值与潜力。

以新赋实，“材”能兼备。 国家首批“绿色低碳
先进技术示范项目”———安徽普碳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30 万吨二氧化碳基聚碳酸酯多元醇
项目（一期）正式投料试车。 目前，是全球规模最
大的二氧化碳基多元醇装置，标志着企业开启了
二氧化碳基多元醇新征程。

每一滴汗水，每一次突围，一再证明着那拼
搏的力量价值千钧，力能扛鼎。 2024 年，规上制造
业增加值、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等 7 项指标增速
居全省前三位。 新引进全球百强、全国百强等知
名企业 16 家。 引进亿元以上省外项目资金额增
速为 10.8%，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6.3 个百分点，居
全省第一位，创 7 年来最高增幅、最佳位次。

★城市更新：变，内外兼修！
《六姊妹》将半个世纪的烟火人间浓缩于一

方荧屏。
全剧 126 天拍摄期，124 天在淮南，90%以上

的拍摄场景在淮南，共选用 300 余处。
光影之中，一个个年代感强、带有鲜明淮南

印记的地标和建筑展现在人们面前。
“城市肌理”中深嵌“历史基因”。 这座城市，

并非天生就带着岁月的痕迹。 时光奔涌，城市日
新月异。 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旧的工厂逐渐被现
代化的设施所取代，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她总
是执着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为老建筑留了一席
之地，让历史的风貌韵味得以延续。

让城市留住记忆， 这才是有价值的城市更
新！

而城市更新的“魔法”，将远的拉近，旧的翻
新，窄的拓宽，暗的照亮。

在曾经脏乱差的老街区，老旧小区，它变出
了干净整洁的居民楼。 北赵店片区焕然一新，淮
南入选国家城中村改造支持城市，成为国家“平
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

在日渐衰落的破旧厂房，它变出了烟火气满
满的新超市。 供销优选城市折扣仓（市农资公司
店） 热闹非凡，88 个农贸市场得到提升。 菜篮子
里，一年四季都装满了春天的气息。

在零零散散的荒草地上，它变出了丰富多彩
的游乐公园。 飞盘在开阔的草地上飞驰，孩子们
的欢笑声回荡在空气中。 街头游园、公园、城市绿
道，为城市增添了绿色与活力。 （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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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主席沈跃跃率专题调研组来淮调研
车俊潘立刚翟青易军郑永飞参加 任泽锋蔡宜骅陪同
本报讯 2 月 21 日 ， 全国政协副主

席沈跃跃率专题调研组围绕 “建立能耗双
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 来淮开
展调研， 为全国政协将要召开的相关双周
协商座谈会作准备。

调研组先后深入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与
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 春申湖公园、
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普碳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淮河能源淮南潘集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实地考察， 了解推进减污
降碳、 节能降碳、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情
况。

调研组表示， 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

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
改革任务、 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
转型的必然要求。 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
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 进一步
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 助
力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调研组认为， 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
导向， 系统谋划、 分层落实， 立足实际、
因地制宜， 分阶段、 分步骤积极稳妥推动
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 要明晰
目标责任体系、 完善碳排放统计和核算体

系、 建立相关标准规范及考核激励机制；
要积极推进科技创新 ， 赋能绿色低碳转
型； 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 推动
部门联动、 上下协同， 为新机制建立贡献
政协智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车
俊， 副主任潘立刚、 翟青、 易军， 全国政
协常委 、 省政协副主席郑永飞等参加调
研 。 市委书记任泽锋 ， 市政协主席蔡宜
骅， 市委常委、 潘集区委书记文见宝， 市
政协副主席李雪莲， 市政协秘书长吕习明
等陪同调研。

（本报记者 朱庆磊 何婷婷）

全市宣传部长会议召开
任泽锋作出批示

本报讯 2 月 25 日下午，全市宣传部长会议在市政
务中心召开。 会议传达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分
析形势任务，部署今年工作。 市委书记任泽锋作出批示。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邬平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任泽锋在批示中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文
化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
精神，守正创新、奋发有为，推动理论武装、新闻宣传、文
化发展、 文明创建等各项工作实现了新提升、 新进步。
2025 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扎实做好文旅融合、文化惠民、风险防范等重点工作，持

续擦亮淮南城市名片，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淮南篇
章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邬平川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按照
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立大格局、 施改革策、 走创新
路、 兴落实风， 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着力巩
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着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着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着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 文化
产业、 文旅行业。 要扛起 “首要任务”， 创新方法手段，
推动理论武装工作提质增效； 要强化 “底线思维”， 有
效防范应对， 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守住守牢；要聚焦“主责
主业”，做优宣传教育，推动淮南城市形象出圈出彩；要聚
焦“发展动能”，加强扶持引导，推动文化产业事业做大做
强；要夯实“事业根基”，建强过硬铁军，推动干部人才队
伍有为有位。 （本报记者 吴 巍）

张志强在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会议上指出

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
本报讯 2 月 25 日上午， 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

防灭火会议在市政务中心召开。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强
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领导张劲松、乌吉阿哈买提·吐尔逊、
陆晞、王启超，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韩
家章，市政府秘书长戴宜斌及中煤新集公司、中安联合公
司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会议集中收听收看了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
火会议，并就贯彻落实工作作出部署。

张志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为建设平安
淮南提供坚强保障。 要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

治， 聚焦自建房、 消防、 煤矿、 道路交通、 危化品、 建
筑施工等重点领域， 落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着力
提升基层基础管理能力， 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要切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强化火源管控 、 监测预
警， 加强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 严防灾害发生。 要持续
拧紧安全责任链条， 严格落实 “三管三必须” 原则， 压
紧压实部门监管责任、 属地管理责任、 企业主体责任，
推进隐患动态清零，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市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会议还对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稳定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本报记者 周 玲 本报实习生 朱钰珍)

张志强在市政府重大项目周调度会上指出

提升招商引资精准度 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本报讯 2 月 25 日下午，市政府召开

重大项目周调度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
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
实全省全市“新春第一会”工作部署，铆足
干劲拼劲，全力以赴提升招商引资的“速”、
项目建设的“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
赋能。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劲松，副市
长王启超，市政府秘书长戴宜斌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开工动员项目及部分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进展情况、近期招商引资推进
情况，对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张志强指出， 要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取
得新成效，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 坚持不懈抓好重点项目开工纳
统，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
建设。要强化全流程要素保障，落实好领导
干部包联重点项目、入企服务等工作机制，
及时有效解决土地报批、征地拆迁、项目资
金等堵点难点问题，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张志强强调， 要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取
得新突破，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发展
账，全力以赴引企业、育产业、聚人气、增活

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要抓
好驻点招商，选优配强专班队伍，围绕主导
产业卡准点位， 瞄准重点地区产业集中区
域精耕细作， 不断提高招商引资的精准性
和实效性。

张志强强调， 要全力推进政银企合作
取得新进展， 建立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与金
融机构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 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优质金融资源供给，真正以金融“活
水”赋能淮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周 玲 本报实习生 朱钰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