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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在市信访接待中心接访时指出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本报讯 3 月 27 日上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志强赴市信访接待中心开展
接访活动。 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带着责
任做好信访工作，用心用情用力为百姓
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
满意度。 市政府秘书长戴宜斌参加活
动。

接访中，张志强热情与群众谈心交
流，认真倾听群众心声，详细了解有关
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并对群众诉

求一一进行答复。
张志强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 要

站稳人民立场， 树牢为民服务理念，深
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将心比
心、换位思考，主动靠前服务，千方百计
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把惠民生、
暖民心、 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
上。 要畅通信访渠道，完善群众诉求高
效办理工作机制，把解决诉求、依法处
理、思想疏导、生活帮扶结合起来，推动
信访问题“案结事了 ”、信访群众“事心

双解”。 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通
过信访个案查找共性问题，研究形成解
决一类问题的制度举措。 要坚持为民导
向，强化规划引领，适度超前推动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社会公共服务，提
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 建设宜居城市。
要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聚焦群众关心
关切，强监管、严执法，全面提升城市治
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不断改善城市环
境、提升城市形象。

(本报记者 周 玲)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部署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
陈儒江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3 月 27 日下午，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
办公厅《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知》 精神，
通报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学习教育《工
作方案》，研究部署开展学习教育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儒江主
持会议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夏智明、王怀义，市一级巡视员刘涛出
席会议。

陈儒江在讲话时指出，开展深入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巩固深

化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 纵深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 是密切
党群干群关系、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
然要求，是加强人大“四个机关”建设、开
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的有力保障。 要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锲而不舍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进一
步提高思想觉悟、保持清醒头脑，进一步
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履职本领，不断提高
新时代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陈儒江强调， 要把握目标要求，结

合人大工作实际，强化理论武装，注重
深挖细照，抓实集中整治，坚持开门教
育，着力在学习研讨、查摆问题、问题整
改、提升质效上下功夫，扎实推进学习
教育有力有序开展。 要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 要加强宣传引导，推动学习
教育入脑入心、落实到行动上。 要务求
工作实效，同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
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确保学
习教育抓出高质量、好成效。

（本报记者 朱庆磊）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2025 年第 4 次学习会议
任泽锋主持并讲话 张志强陈儒江蔡宜骅时志远出席
本报讯 3 月 27 日下午， 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2025 年第 4 次学习
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和
《习近平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
编 (2024 年版)》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
习纲要》， 并进行交流研讨。 市委书记
任泽锋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志强，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儒
江， 市政协主席蔡宜骅， 市委副书记
时志远，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
席会议。

任泽锋在讲话时指出， 要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重要论述， 坚持党的领导、 统

一战线、 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健全完
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深入实施社会
治理攻坚行动 ， 拓宽群众意见建议反
馈渠道， 深化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
强化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着力激发全
市党员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
性， 充分凝聚起推进现代化美好淮南
建设的磅礴力量。

任泽锋强调 ，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重要论述 ， 扎实开展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认真落实
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
定，一体推进学、查、改，从严监督管理
党员干部，加快构建“权责对等”的属地

事项责任清单，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
效化，用优良的工作作风、饱满的精神
状态推动高质量发展。

任泽锋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文化思想，逐章逐条研读《习近平文化
思想纲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
入基层广泛开展宣讲，大力宣传党员干
部良好风貌和淮南各项工作的亮点、变
化、成效，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要深
化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武王墩
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寿州古城保护利
用、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项目建
设，持续擦亮淮南文化旅游品牌，努力
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朱庆磊）

“一碗汤 一座城”淮南牛肉汤系列报道⑤

从 长 三 角 到 淮 南 牛 肉 汤
本报记者 朱庆磊

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城市。
卢猛是一名在上海打拼多年的淮南

人。 每逢周末， 他都会带着亲朋前往位
于宝山区长江软件园的 “淮乡牛” 淮南
牛肉汤实体店 ， 品尝正宗的淮南牛肉
汤。 “家乡的味道真地道！” 卢猛对记
忆中的味道赞不绝口。

“淮乡牛” 淮南牛肉汤实体店由淮南
市供销集团牛肉汤有限公司与上海合德
食品有限公司合作运营， 突出 “汤肉合
一、 原骨汤汁、 常温保存” 等特色， 以
牛肉汤直供模式打造上海市民身边的正
宗牛肉汤馆， 深受青睐。

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 食以汤为
先”。 淮南牛肉汤独具特色、 声名远扬，
先后被纳入中华营养早餐工程、 中国旅
游金牌小吃 、 首批 “中华小吃名录 ”
等， 其制作技艺更是跻身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淮南牛肉
汤美食扮演着先遣使的角色。

在位于闵行区的淮南名特优农产品
上海展销中心， 每天都有很多上海市民
前往选购淮南牛肉汤、 八公山豆腐、 马
店糯米、 麻黄鸡、 顾桥陈醋等知名地理
标志产品。 “最受欢迎的还是鲜醇、 清
爽、 浓香的淮南牛肉汤。” 中心运营总
经理陈海生说。

跳出长三角 ， 放眼看全国 、 观世
界。 2007 年， 淮南人朱家康来到北京
创业， 从一家 15 平方米的淮南牛肉汤
小店做起 ， 后成立了 “徽知味 ” （北
京） 餐饮管理公司， 先后注册了 “辣一
碗”、 “那一碗” 两个淮南牛肉汤商标，
5 家直营店 、 80 多家加盟店辐射到天
津 、 河北 、 山东 、 东北等地 。 在珠三
角 ， 越来越多的淮南牛肉汤店落户广
州、 深圳。 安徽白蓝集团与迪拜餐饮企

业签订牛肉汤连锁经营项目， 建设 2 家
500 平方米的淮南牛肉汤综合餐厅， 让
“汤食一绝” 香飘中东。

淮南牛肉汤是淮南的 ， 也是中国
的、 世界的。 一碗碗鲜香味醇的淮南牛
肉汤， 让天南海北的食客大快朵颐； 一
袋袋速冻型淮南牛肉汤， 也让人们津津
乐道。 如今， 淮南牛肉汤产品已销往世
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 )熬好一碗汤 ，绘好
淮南牛肉汤之淮南地图

牛肉汤是淮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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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首脍炙人口的民谣， 描述着淮
南牛肉汤的 “领地”。

在大通区上窑镇， 华秀家的牛肉汤
馆经过四代人的传承 ， 已有近百年历
史。 “华秀家的牛肉汤味道可正嘞， 一
把软馓子， 一碗牛肉汤， 一天不喝都会
念得慌 。” 今年 70 多岁的沈德兰是位
“老上窑”， 每天到店里喝一碗牛肉汤
成了她和家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在淮河两岸， 田家庵区 26 号牛肉
汤店、 潘集区古沟回族乡刘家牛肉汤、
凤台县金铭纯汤牛肉 、 寿县古城砂锅
牛肉……无论是繁华大街， 还是寻常巷
陌， 处处可见淮南牛肉汤店的身影， 描
绘出一幅生动的淮南牛肉汤地图。 全市
1600 家经营门店， 如繁星般点缀在淮
河两岸。

在田家庵区淮河码头的北菜市路
口， “马家牛肉汤店” 声名远扬， 红色
的招牌上写着： 正宗马家牛肉汤总店，
1982 年荣登安徽名菜录。 “凌晨 4 点开
始熬汤， 加入牛肉、 牛骨和 20 多味中
药， 几个小时熬出原汁原味的牛肉汤。”
店主马云海告诉记者， 两代人已干了几
十年， 老街坊们惦记的就是这个味。

一碗好汤， 不仅是美味， 更是链接
情感的载体和悠久文化的传承。 每家老

字号的牛肉汤 ，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秘
方 ， 有的加入牛棒骨 ， 有的加上了牛
杂， 有的添加秘制佐料， 一同熬煮 3 至
4 个小时。 熬好起锅， 有的汤汁清澈不
带杂质， 有的汤汁浓厚香辣扑鼻， 一碗
靓汤未到眼前， 胃就已经被唤醒。

“牛肉鲜汤， 采用淮河两岸的优质
黄牛肉和新鲜牛腿骨熬制， 汤里加上滋
补药材和卤料， 慢火熬制， 经过长时间
的炖煮， 滋味醇厚， 连喝三碗也不会上
火。 这里的秘诀便是滋补药材和卤料加
工成的 ‘香料包’。” 淮南牛肉汤制作技
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淮南牛肉汤商会
名誉会长张在东告诉记者， 一些经久不
衰的店面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 “老字
号”， 这种标准源于舌尖 ， 发自内心 ，
融入血液。

为推进淮南牛肉汤餐饮门店建设管
理服务标准化， 2025 年， 市农业农村局
牵头组织市商务局、 市文旅局、 市市场
监管局、 淮南牛肉汤产业发展协会， 公
布首批淮南牛肉汤餐饮门店 “白名单”，
橘生南等 20 家淮南牛肉汤餐饮门店入
选， 以服务标准化引领淮南牛肉汤门店
可持续发展。

（二 ）走好产业路 ，绘好
淮南牛肉汤之中国地图

淮南牛肉汤好吃， 却不方便携带，
曾面临走不出去的 “困扰”。

针对淮南牛肉汤机械化、 自动化、
智能化水平低的困境， 近年来， 我市加
快龙头企业引育力度， 打造了安徽旭咚
食品、 安徽淮农食品、 安徽白蓝集团等
龙头企业， 推出桶装方便型、 速冻型淮
南牛肉汤。

“橘生南” 淮南牛肉汤一经推出，
立刻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速冻型淮南
牛肉汤， 实现由传统工艺向科技智造转
变。”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
与鲜烫牛肉汤、 方便包装牛肉汤不同，
速冻型牛肉汤便于携带 ， 而且原汁原

味。
近年来， 围绕做大做强淮南牛肉汤

产业， 我市坚持在树品牌、 育产业上下
功夫 ， 鼓励企业推陈出新 ， 推出 “常
温 ” “冷冻 ” “冲泡 ” 等不同产品类
型， 新研发番茄、 酸菜、 藤椒、 咖喱等
口味在线上深受追捧。

为支持淮南牛肉汤产业， 安徽省委
2023 年一号文件把淮南牛肉汤作为重
点发展的三大预制菜之一， 并排名第一
位。 我市把牛肉汤产业定位为绿色食品
产业首位产业， 市政府制定了绿色食品
产业发展规划、 淮南牛肉汤产业发展规
划、 淮南牛肉汤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 （2024—2027）， 成立淮南牛肉汤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 、 专班和协会 ， 制定
13 条政策， 市财政每年拿出 3500 万元
到 4000 万元资金， 推动淮南牛肉汤由
门店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

注册集体品牌， 制定生产标准。 目
前 ， 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已经注册 ，
《淮南牛肉汤》 《淮南牛肉汤原料质量
要求》 《淮南牛肉汤生产技术规程》 等
11 项团体标准已通过专家评审， 确保
各企业各门店的牛肉汤品质如一。 淮南
牛肉汤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食品安全标
准、 预制包装食品加工技术规范省级地
方标准、 省级检验检测中心正在申报中。

加快产业园建设， 打造淮南牛肉汤
产业集聚地。 投资 100 多亿元建设淮南
牛肉汤产业核心区、 寿县、 八公山和毛
集绿色食品产业园， 田家庵、 大通、 潘
集加工基地。 新招引亿元以上的振华食
品、 淮农食品、 绿创食品、 灏源食品先
后建成投产， 2024 年全市牛肉汤生产
企业达 24 家， 其中规上企业 6 家。

升级产业全链条， 推动淮南牛肉汤
由传统工艺向科技智造转变。 我市加快

推进牛肉汤原料供应本地化 ， 全市粉
丝 、 豆饼 、 烧饼等配套企业达 80 家 。
大力推广 “中央厨房+百城万店 ” 模
式， 白蓝集团推出冷鲜牛肉汤、 牛杂锅
等 50 余种预制菜， 依托盒马超市在全
国开设门店 83 家； 淮南市供销集团牛
肉汤有限公司在西安、 上海、 深圳等地
开设门店 12 家， 为 50 多家餐饮企业供
应牛肉汤料包； 旭咚食品已开设门店 8
家； 淮蓝香已开设门店 4 家， 正在布点
全国门店。 淮南牛肉汤预包装食品已登
上高铁广东局线路。

以产业化破题， 淮南牛肉汤从 “特
色产品” 变为 “规模商品”， 如今淮南
牛肉汤全国实体门店已超 10 万家， 覆
盖京津冀 、 长三角 、 珠三角 。 截至目
前， 全市共有牛肉汤全产业链企业 235
家， 全产业链产值达 306.5 亿元。

（三 ）打好营销牌 ，绘好
淮南牛肉汤之世界地图

“南北奔波数千里， 未进淮南闻汤
香。” 这句民谚道出了淮南牛肉汤的文
化底蕴。 如今， 这碗汤正以更年轻的姿
态 “破圈”。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酒香不怕
巷子深” 的命题早已转变为 “酒香也怕
巷子深”。 为推动淮南牛肉汤走向世界，
我市积极推动淮南牛肉汤由自产自销向
融合营销转变， 让淮南牛肉汤从 “小众
单品” 升级为 “网红爆品”。

政府搭台 ， 企业唱戏 。 2023 年 9
月 15 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预制菜争
霸赛安徽分赛区活动在淮举办， 来自全
国 10 余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 88
家预制菜生产加工企业预制菜品齐聚淮
南， 淮南牛肉汤在大赛中 “火爆出圈”。
淮南市供销集团牛肉汤有限公司在上

海、 深圳分别依托上海合德食品有限公
司、 “盒马鲜生” 渠道开设实体门店，
同步销售预制菜菜品， 预计 2025 年在
上海和深圳铺设门店 50 家以上。 2024
年 9 月 18 日， “橘生南” 淮南牛肉汤
登陆中央广电总台， 被当作安徽特色美
食向全世界推介。

依托网络， 大声 “吆喝”。 抓住武
王墩墓发掘和 《六姊妹》 热播流量， 让
淮南牛肉汤与热点碰撞， 淘宝、 天猫、
京东、 抖音等各大销售平台均有淮南牛
肉汤进驻， 直播带货基本覆盖全平台全
时段。 利用微信公众号、 抖音等新媒体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
Logo 公开征集活动， 累计收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设计稿件 300 余份， 形成互联
网热点话题。

借船出海， 走向世界。 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 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 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海农业产业化交
易会……近年来， 淮南牛肉汤频频亮相
各类展会！ 2017 年， 淮南牛肉汤在哈
萨克斯坦 “一带一路” 国际展会上大放
异彩， 同兴堂品牌桶装牛肉汤和同兴堂
品牌淮南牛肉汤香料一举斩获两项国际
金奖， 赢得国际友人的高度赞誉。 2024
年， “好吃观复” 品牌淮南牛肉汤亮相
马来西亚第 23 届国际食品饮料商贸展，
成功打开海外市场。

数据显示， 2024 年 ， 淮南牛肉汤
电商企业达 13 家， 牛肉汤产品网销额
约 1.5 亿元， 产品进入了马来西亚、 日
本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坚持守正创新， 淮南牛肉汤从 “一
碗汤” 走向 “一条链”， 从淮南走向长
三角， 从长三角走向全国， 从全国走向
世界。 享有 “天下名吃、 汤食一绝” 美
誉的淮南牛肉汤， 香飘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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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梨 花 雪 海 赏 醉 美 八 公
安徽日报记者 柏 松

一年春光惹人醉， 万顷梨花作雪
飞。 3 月23 日，“大地欢歌 美好安徽”
2025 全国“春季村晚”《梨花雪海 醉美
八公》示范展示活动，在寿县八公山乡举
办，四方宾朋欢聚于此，共赏无限春光。

梨花节里办“村晚”，八公山下乐逍
遥。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化馆协会、安徽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每年阳春三月，八公山下，雪白的

梨花灿烂绽放，绵延成一片花海。 伴着
春风吹拂在淮河两岸，一曲舞蹈《淮河
花鼓魂》拉开春季村晚的序幕。

“一月‘花神’是梅花，象征高洁、坚
强、谦虚；二月‘花神’是杏花，象征美好、
高雅、淡泊；三月‘花神’是桃花，象征吉
祥美好、爱情美满……”在主持人的解说
中，12 位“花神”逐一登场，翩翩起舞。

寿州锣鼓《薪火相传》刚一登场便

引来阵阵喝彩声，它既有南方锣鼓的舒
缓轻灵， 又有北方锣鼓的雄浑刚劲，被
称为“会说话的锣鼓”，在锣和鼓的共鸣
声中，让观众大饱耳福。

“这里不仅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也
是豆腐的发源地，盛产的八公山酥梨驰
名省内外，吸引着八方游客。 ”八公山乡
党委书记王虎告诉记者， 乡亲们在这片
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承着独特
的乡土文化，不仅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提
高，精神需求也越来越高。 (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