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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谋发展 擦亮“益生”老品牌
———访市总商会副会长、 淮南益生啤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柱

本报记者 刘银昌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 “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
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将一以贯之坚
持和落实， 不能变， 也不会变。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
济发展前景广阔、 大有可为， 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思想深邃、
内涵丰富， 具有极强的思想性、 战略性和指导性， 为
新时代新征程上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高质量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 在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浪潮中 ， 每一位民营企业家都肩负着新的使命与担
当。” 近日， 记者专访了市总商会副会长、 淮南益生啤
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柱。

张玉柱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民营企业家
深刻感受到， 党和政府始终关心 、 支持我们的成长 。

这不仅是鼓励， 更是鞭策， 激励我们在创新发展、 履
行社会责任等方面不断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
一些困难和挑战， 总体上是在改革发展、 产业转型升
级过程中出现的， 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 是暂时的
而不是长期的， 是能够克服的而不是无解的。 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 统
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在困难和挑
战中看到前途、 看到光明、 看到未来， 保持发展定力、
增强发展信心， 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

张玉柱告诉记者： “益生啤酒是淮南的一张靓丽
的名片， 是淮南人民的骄傲。 多年来， 公司始终坚持
以质量求生存， 以创新求发展， 每一款新产品的研发，
都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调试， 确保品质卓越。” 淮南益
生啤酒有限公司现在具备年产 10 万吨啤酒、 饮料生产
规模， 公司坚定不移地走质量效益型路线， 恪守 “质
量第一、 创新品牌、 持续改进、 满足顾客需求” 的质
量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企业是经营主体， 企业发
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 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要满怀创业和报国激情， 不断提升理想境界， 厚植家
国情怀， 富而思源、 富而思进， 弘扬企业家精神， 专
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 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建设者、 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

谈及益生啤酒在时代洪流中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规
划， 张玉柱对益生啤酒的发展充满信心， 表示公司会
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推出更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产
品， 丰富产品矩阵，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进一步
拓展国内外市场， 提高市场份额。 持续优化生产管理
流程，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 加
强对原材料采购、 生产过程、 产品销售等环节的精细
化管理。 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推进数字化、 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 加强与科研机构
的合作， 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

张玉柱表示， 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抓住机遇， 不断创新发展思路， 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 积极拓展市场， 加强品牌建设， 努
力将益生啤酒打造成国内知名品牌， 带动更多的民营
企业共同发展 ， 为淮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
献。

赛场竞技 绽放活力
3 月 22 日至 23 日， 2025 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淮南田径公开赛在淮南市奥体中心

火热举行。 本届比赛由淮南市田径运动协会主办， 淮南乐动力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赛事
秉持“安全、 简约、 活力、 开放” 的办赛理念， 打造专业规范的竞技平台， 覆盖从大众跑者
到精英选手的广泛群体， 促进田径运动的普及。 来自安徽、 上海、 江苏、 山东、 贵州、 辽
宁、 福建等 20 个省市的 820 名运动员参加角逐。 本报记者 张 越 摄

乌吉阿哈买提·吐尔逊指出
加快推进淮南防爆机电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3 月 22 日， 安徽省防
爆机电行业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晚
会在淮南迎宾馆举行 。 市委常委 、
市委统战部部长乌吉阿哈买提·吐尔
逊出席并致辞， 市一级巡视员李国
利出席。

乌吉阿哈买提·吐尔逊指出， 安
徽省防爆机电行业协会落地淮南十
年来， 深耕行业主战场， 在资质认
证体系构建 、 技术人才梯队培养 、
行业标准制定推广等各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 为我市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省防爆

机电协会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 完
善行业规范体系 ， 深化技术创新 ，
着力打造高效的交流合作平台， 强
化桥梁纽带作用， 促进会员企业之
间的深度合作和资源共享， 加快推
动淮南防爆机电产业实现由数量规
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市
委、 市政府将全力营造市场化、 法
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让各
位企业家投资放心、 创业安心、 发
展顺心， 共同谱写防爆机电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本报记者 苏 强）

全面高效评议推动工信工作提质增效
本报讯 3 月 21 日上午， 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沈斌率市人大常委
会第二评议调研组对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主要负责同志开展述职评议调
研。

在汇报会上， 传达了 《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对市政府部分工作部门
主要负责人进行述职评议的通知》，
听取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要负责
人作述职报告。 随后， 评议调研组
查阅相关资料， 分组进行个别谈话，
并实地走访调研工业运行、 民营经
济发展等情况。

沈斌指出， 要提高站位， 深刻

认识开展述职评议是人大依法履行
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 是推动工作
提质增效的重要契机， 工信工作直
接关系产业发展、 企业兴衰和民生
福祉， 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以
评议促落实、 以整改促提升。 要强
化担当， 凝聚推动工作的强大合力，
以此次述职评议为 “动员令”， 在履
职尽责上作表率、 在整改落实上见
真章， 在长效治理上求突破， 把压
力转化为动力， 把建议转化为行动，
把目标转化为实绩， 确保人大评议
活动取得实效。

（本报记者 梁澹云）

我市举办“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
本报讯 3 月 22 日上午 ， 以

“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保障我国水
安全” 为主题， 我市在吾悦广场举
办 2025 年 “世界水日 ” “中国水
周” 宣传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夏智明， 副市长王启超， 市政协
副主席周方勤出席。

王启超指出， 当前淮南正处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美好
城市的关键时期， 全市上下要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 坚持依法治水， 强
化系统治理， 推动全民参与， 政府、
企业 、 社会组织 、 市民共同行动 ，

共建节水型社会。
2025 年 3 月 22 日是第三十三届

“世界水日”， 3 月 22 日至 28 日是第
三十八届 “中国水周 ”， 3 月 22 日
至 4 月 22 日是第三十五届 “安徽省
水法宣传月”。 活动中， 市水利局等
有关单位采取设置宣传展板、 发放
宣传资料 、 解答群众咨询等形式 ，
广泛宣传 “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
主题活动内容， 进一步提高了全社
会关心水、 爱惜水、 保护水和水忧
患意识。

（本报记者 苏 强）

专属服务团队上门 助力项目用电无忧
本报记者 周莹莹 本报通讯员 张成涛

“非常感谢供电公司的提前介
入，这个专属服务团队简直就是我们
园区企业安心发展的定心丸。”近日，
在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的安徽乾禹
暖通净化公司，公司负责人邵叶龙与
上门服务的国网寿县供电公司园区
专属服务团队热情寒暄。

安徽乾禹暖通净化公司是新桥
国际产业园一季度新开工的 11 家重
点项目之一， 专属服务团队的上门，
为企业投运后的可靠用电吃下了定
心丸。团队成员与各企业的项目负责
人进行了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施
工进度、投产计划以及未来的生产规
模、用电需求等情况，并实地踏勘施
工现场，根据客户意见制定个性化的
供电方案。

团队成员张成涛表示，园区专属
服务团队是依托“园网共建”服务模
式组建的专门服务园区企业用电的
特殊机构， 其成员来自公司营销、运
检 、调度 、供电所 、办公室等各个专
业，致力于服务园区企业的快速办电
业务， 在园区办电方面具有独立、有
限的审批权。在业务开展方面，团队
根据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进度，提前
介入、主动对接，确保配套电力设施
建设与项目同步推进，以“零距离、全
方位、全过程”的专业服务，营造园区
最优质的电力营商环境，为园区企业
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电力支撑。

此次新桥国际产业园一季度集
中开工的 11 个项目， 涵盖了高端制
造、新能源汽车配套、新兴产业等多
个领域，项目孵化成熟、项目愿景客
观， 园区管委会方面给予了高度重
视，国网寿县供电公司园区专属服务
团队第一时间上门，现场进行实地勘
察和供电方案规划等工作，为企业用
电提供最省钱的方案和最专业的指
导。“供电部门靠前服务、 主动服务，
对我们园区企业的落户和发展给予
了很多帮助， 随叫随到解决用电难
题，贴心又暖心地帮我们节约用电成
本，如果说我们园区的企业和供电部
门是一家人，一点都不过分。”邵叶龙
对园区供电服务的表现给予了中肯
的评价。

“我们将再接再厉， 努力为园区
客户提供越来越好的用电体验。”国
网寿县供电公司营销专业负责人表
示， 园区专属服务团队仅仅是优化
“园网共建”服务模式、提升园区供电
服务保障能力的第一步， 接下来，该
公司将持续推进电力业务的 “一站
式”办理，助力招商引资项目早用电、
早投产，确保招商项目“快接电、快用
电”，不断优化供电服务模式，为园区
加快产业集聚提供更加优质、可靠的
电力保障， 在服务园区高质量发展
中，努力实现“园区事园区办、企业办
事不出园”。

淮建西红柿“打擂台”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3 月 21 日上午， 淮南经开区

淮建村第九届西红柿大赛在吾悦广场火热
开赛。赛事以“红动全城、柿不可挡”为主题，
以“柿”为媒、共庆丰收，全面展现淮建村西
红柿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能。

淮南经开区淮建村是远近闻名的“早春
西红柿第一村”，“淮建西红柿”于 2023 年成
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大赛伊始，
随着启动装置被按下，象征丰收的“西红柿
之光”瞬间点亮，寓意淮建西红柿产业迈向
数字化、品牌化新阶段。大赛设置“西红柿称
重王”与“品质之星”两大核心赛项，淮建村
60 户种植户携精品果实参赛， 评委组从单
果重量、果形色泽、甜度口感等维度进行专
业评定，最终评选出单果 718 克的“西红柿
大王奖”及西红柿品质评比一、二、三等奖。

活动现场同步开启“与民同欢”互动环
节，现场观众在“限时品尝西红柿大赛”中展
开趣味比拼。同时，展示区推出西红柿精美

果盘、冷拼等试吃展台，吸引众多市民和游
人驻足品尝。

本次大赛由淮南经开区管委会主办，为
优质西红柿搭建了展示舞台，也推动了产业
资源高效整合， 多家生鲜超市在赛事中与
淮建村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据悉，淮建村是
全市唯一一家具有“二品一标”认证的美丽
乡村 ，现有果蔬种植基地 2000 余亩 ，通过
“党建+基地+农户” 的支部领办合作社模
式， 果品畅销省内各大中城市及省外江浙
沪等省市，成功带动就业近 600 人，乡村振
兴的发展之路在全村人的努力下越走越宽
阔。

淮南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淮
南经开区将持续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坚
持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三位一体，
进一步探索多元产业模式，坚持走好以品牌
建设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奋力
书写和美乡村的崭新篇章。

（本报记者 吴 巍）

2025八公山越野挑战赛激情开赛
本报讯 3 月 23 日上午，以“粉

醉灵秀山野，春逐八公仙境”为主题
的 2025 八公山越野挑战赛在该区文
体中心活力启幕，吸引了近两千名运
动爱好者参赛。选手们在这个春意盎
然的季节里，共同领略八公山的秀美
风光，体验越野的挑战与乐趣。

本次越野挑战赛由八公山区政
府主办， 八公山区教育体育局承办，
八公山区委宣传部、 区文化和旅游
局、八公山风景区管理处、山王镇等
部门协办。为了丰富参赛运动员的体
验感，本次挑战赛 10 公里组设置路
线途经八公山国家地质公园、 南塘
水库 、石门潭等景点 ，同时穿越 “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林场村、历史悠久
的南塘村，一路风景优美，让跑友既
可以畅游八公仙境， 又能体验生态
宜居环境美、 兴业民富生活美的八
公山和美乡村新面貌 。同时 ，选择 4

公里亲子组路线的参赛者可以沿途
打卡淮南子文化馆、地质博物馆，边
跑边学 ，开启 “自然+历史 ”亲子课
堂 ，在奔跑中感悟 “淮南虫 ”生命密
码，感受《淮南子》文化魅力。越野赛
当天 ，该区文旅 、商务 、乡镇等有关
部门还在景区组织了汉服秀、 文艺
演出、 乡村美食品鉴以及八公山农
特产品展销会等活动， 丰富赛事周
边活动。

近年来， 八公山区致力于打造
文化 、旅游 、体育一体化发展模式 ，
围绕八公山风景区推出“小川藏线”
毅行大会、越野挑战赛等系列赛事活
动，接下来还将打造八公山大环线越
野、和美乡村健康跑等活动，推动地
区文旅体产业在更广范围、 更深层
次、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

（本报通讯员 杨 波
本报记者 何婷婷)

从 寿 春 城 到 淮 南 牛 肉 汤
（上接一版）

2017 年， 淮南牛肉汤制作技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成为淮南文化传承的重要一环。

★文旅版图的全域共联
淮南牛肉汤的魅力， 远不止于那醇厚美味、 悠远文化，

更在于它串联起的庞大文旅版图， 她的香气始终弥漫在人们
足尖所至之处。 它将武王墩的神秘、 寿州古城的厚重、 淮河
的绮澜、 老街的烟火、 八公山的秀丽、 九龙岗的工业记忆、
焦岗湖的潋滟串联在一起， 勾勒出淮南独特的文旅画卷。

淮水之滨、八公山下，淮南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盛会，向
四海宾朋发出热忱邀约。

寿州古城寻味旅行月暨江淮美食嘉年华，于古城墙下，在
体验馆内，透过历史文物、多媒体展示，游客们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了千年之前的楚都。在这里，他们不仅能品味到正宗的牛
肉汤，还能深入了解楚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沧
桑。

淮南豆腐文化旅游节暨牛肉汤美食文化节上 ，“豆腐西
施”的温婉与“汤王争霸”的热烈相映成趣，将豆腐的细腻与牛
肉汤的醇厚完美交融，开启一场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豆腐的白
嫩如玉，牛肉汤的浓香四溢，这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淮南
文化的深度交融。

焦岗湖首届文旅节暨第四届淮南牛肉汤文化节， 湖水波

光粼粼，游客们手捧牛肉汤，一边欣赏着湖光山色，一边品味
着这传承千年的滋味，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静止。景区负责人
介绍，节庆期间游客量同比增长 320%，周边农家乐收入翻番。
牛肉汤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 为这片山水打开了人气与活力
之门。

《六姊妹》热播，剧中对淮南牛肉汤的生动描绘，让它成为
了现象级话题。取景地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因剧而火，直播互
动、非遗展销将牛肉汤的诱人香气传递，街区内牛肉汤馆日均
营业额突破 5 万元。

在文旅融合的进程中，淮南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挖
掘新亮点，开拓新场景。淮南还积极推进武王墩墓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拟建 4A 级特色旅游景区。未来，这里将成为游客探秘
楚国历史的重要窗口，让沉睡地下千年的历史遗迹重见天日，
与牛肉汤文化相互呼应，共同讲述淮南这座城市的故事。

（三）心尖沉醉：一碗汤里的情感“原乡”
前几年，新浪网友“王昊的微地图”发了条微博：“只用麦

当劳的位置就能画出美国地图， 我们有这样的饮食连锁吗？”
看似平常，却引发上万跟帖评论。大家纷纷表示不服：“沙县小
吃申请出战”“成都小吃称霸江湖多年”“兰州拉面毫无压力”
“桂林米粉笑而不语”。其中，淮南网友神回复：“淮南牛肉汤多
如牛毛。”

这回复一点不夸张，去过淮南的人，对街头巷尾大大小小
的牛肉汤店肯定印象深刻，随便一搜就有 2000 多家。“南北奔
波数千里，未进淮南闻汤香”，这句话足以体现这座城市对牛
肉汤的深深执念。

“美食犹在，乡情可觅”。
我们在任意网络平台上输入“牛肉汤”，搜索结果如众星

捧月般指向一个地名———淮南。它所给出的“产地答案”，彰显
市场统治力和乡情牵引力。

各地食客对淮南牛肉汤好评不断，更动人的是，在无数饱
含乡愁的文章里，都能看到淮南牛肉汤的身影。漂泊在外的游
子，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乡味道的眷恋，一碗热汤承载着童年记
忆、成长足迹和对故乡的牵挂。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纽带，让

淮南牛肉汤成为淮南人心中无可替代的乡情寄托， 淮南也与
牛肉汤紧紧相连， 成为一段被网络铭记、 游子传颂的乡情佳
话。

现代作家宗承灏在 《一碗汤的乡愁》 中写道： “淮南牛
肉汤， 香气溢四方； 如今走他乡， 味蕾依旧香。” 道出回首
故乡远、 味美难再期的复杂心境 。 在苏州开牛肉汤店的淮
南人朱纪常 ， 宣传时也总提到 “妈妈的味道 、 记忆中的味
道”。

去年 9 月， 安徽白蓝集团与迪拜餐饮企业签约连锁经营
项目，要建两家 500 平方米的淮南牛肉汤综合餐厅。集团负责
人感慨：“这不仅是推广淮南牛肉汤， 更是为了让海外游子感
受家乡的温暖。”

“尖”字———“小”居上，恰似从寿春城岁月深处熬煮出的
一碗牛肉汤，汤中烟火气，点滴生活味；“大”在下，犹若包容万
象的文旅之城，城中千年韵，处处皆绮卷。

舌尖味，足尖景，心尖萦
这碗汤，是千年食光的“传承”；
这片景，是朋友圈的“爆款”；
这座城，是文旅界的“顶流”。
淮南，用一碗汤让你满口生津，用一片景让你步履不停，

最后还悄悄偷走你的心———这真是个让我们一边喝汤一边感
叹“人间值得”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