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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黄 顺

安徽省淮北市安徽省淮北市：：

改水造地服务人改水造地服务人 塌陷塌陷““包袱包袱””变财富变财富

安徽省淮北市举办第三届南湖捕捞节。万善朝摄

5月25日上午，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CCTV13频道《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
别节目《今日中国》，以直播连
线的方式聚焦安徽省淮北市朔
西湖生态治理华丽蝶变，时长
近7分钟。

就在20多天前，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
间》以5分56秒时长讲述运河
文化的淮北故事。

短短一个月内，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直播地两次选择了淮北。

其实，淮北市的相山风景
区、南湖湿地公园、四季榴园、黄
里杏花景区等生态美景都曾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频频亮相。

此时，全国资源型地区转
型发展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经验交流现场会也在淮北市加
紧筹备。为什么会选择淮北
市？是被这座煤炭资源枯竭城
市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打动，
是被这里一幅幅经济强、百姓
富、生态美的画卷所征服。

这样一座不是江南胜似江
南的城市，似乎很难跟这些数
字有联系：建市60多年来，累
计生产原煤11亿吨，采煤沉陷
土地41.6万亩。

这样一座涅槃重生的城
市，真得跟这些数字有联系：累
计综合治理沉陷地20.6万亩，
治理率为50%；投入治理资金
近150多亿元，妥善解决27.6
万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抽象的数字背后有生动的
故事：安徽省淮北市坚持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做好“水、地、
人”大文章，塌陷区经过综合治
理变“包袱”为财富，走出了一
条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路。

做精“保护水”的文章：
塌陷水域凤凰涅槃

初夏的淮北市，省级体育
生态公园——南湖湿地公园
里，一步一景。

5月23日上午，68岁的杨
大爷和老伴带着小孙子在湖边
散步。“这片水域是淮北杨庄煤
矿开采塌陷形成的，那时候啊，
除了水坑就是荒草废滩！”

如今，南湖湿地公园是淮
北人锻炼休闲的好去处，是游
人青睐的国家级城市湿地公
园、国家矿山公园，更是采煤塌
陷地“深改湖”后变废为宝的代
表作。

面对塌陷之殇，从上世纪
80年代起，淮北市在全国率先
开展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工
作，一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

艰难探索。
“深改湖、浅造田、不深不

浅种藕莲；稳建厂、沉修路、半
稳半沉栽上树。”淮北市的采煤
塌陷区治理经验，被世界煤炭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广泛
借鉴。

除了南湖和正在建设的朔
西湖，“深改湖”还打造了绿金
湖、碳谷湖、乾隆湖等生态公
园；“浅造田”则让约8万亩沉
陷土地重新变成沃土良田；“不
深不浅种藕莲”让约3.4万亩沉
陷废弃地变成“聚宝盆”。

值得一提的是绿金湖治理
项目。不仅治理资金主要来自
社会投资，项目完美收官后还
被列入全国首个资源枯竭型城
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可复制、
可推广的示范案例，成功入选
国家第三批PPP示范项目。

据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局长曹宏新介绍，这个项目
采用PPP模式融资22.3亿元。
治理后，形成面积1.16万亩、总
蓄水库容3680万立方米的城
市中心水库，恢复土地2.45万
亩，沿湖周边土地潜在价值约
300—500亿元。

塌陷水域治理仅是棋局的
一步而已。“一湖”通“百湖”的
大戏开演之前，淮北市把握大
势、登高望远，坚持规划引领，
在修编全域规划的基础上，先
后编制《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规
划》《主城区生态城市建设规划》
《闸河煤田中心塌陷区生态经济
功能评估与生态系统修复规划》
和《城市水系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规划》等一系列规划，依托各处
塌陷水域治理，全景式打造、全
产业融合、全域化推进，城市或
乡村，处处皆风景。

“一带双城三青山，六湖九
河十八湾”的城市特色空间格
局初步形成。捕捞节、赛龙舟、
环湖长跑、冬泳公开赛……一
年四季，碧水映照的生动表情，
就是淮北人幸福日子的缩影。

做足“利用地”的文章：
妙手回春填充造地

5月22日上午，陶铝产业
园二期内陶铝新材料活塞生产
线正在加紧生产。陶铝产业已
经成为淮北市“五群十链”现代
产业体系的重要一环。

陶铝产业园所在的淮北市
高新区龙湖项目区，就是利用
粉煤灰、煤矸石等废弃物充填
造地而成，近10平方公里的园
区已经入驻60余家企业。

塌陷土地上的奇迹还有很

多。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高达
97米的21层现代化办公大楼
已成为淮北城区的新地标。

谁又能想到，这座建筑面
积达8.4万平方米的高层建筑，
居然是在淮北相城煤矿采空区
上建成的。它填补了国内煤矿
老采空区上方建设高层建筑物
的空白，荣获2012年安徽省科
学技术三等奖。

“这座大楼的建成具有重
要意义。”淮北矿业集团资源环
保部负责人认为，注浆充填方
式进行超前治理，彻底解决采
煤塌陷地不能建设高层建筑的
难题。

这不是个例。淮北临涣煤
矿采用超高水材料充填技术，
减少采煤沉陷地近2000亩；淮
北刘东煤矿使用由石灰、水泥、
粉煤灰等原料，经搅拌混合成
膏体充填采空区，在不搬迁村
庄情况下实现高效安全开采，
节约搬迁村庄资金达2.2亿元。

淮北市曾因长期煤炭开采
资源锐减、生态被破坏，特别是
采煤沉陷区面积大、分布广，成
为城市最深“伤疤”、发展最重

“难题”和民生最大“痛点”。
经过多年探索，淮北市按

照“宜耕则耕、宜渔则渔、宜水
则水、宜林则林、宜建则建”的
原则，治理可利用土地，恢复生
态环境，破解治理和开发难题，
形成六种综合治理利用模式。

“一半山水一半城，山水在
城中，城在山水中”，近年来，淮
北市通过复垦整地、填充造地、
生态修地等创新举措，持之以恒
地治理采煤塌陷区，有效增加了
耕地面积、拓展发展空间、优化
生态环境，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提供了生动样本。

做优“服务人”的文章，
以人为本建新家

5月22日上午11点，淮北
市相山区任圩街道办事处仁和
小区居民李伟老两口烧了一桌
好菜给孙子过生日，就等着附近
企业上班的儿子儿媳回家吃饭。
提起当年搬迁，李大爷说：“记得
很清楚，2010年开始入住。”

仁和小区是淮北市历史
上、也是全省采煤塌陷区村庄
搬迁史上集中动迁人口最多、
投资最大的搬迁工程。

108栋居民楼的 1.2 万名
居民，来自淮北市相山区光明、
代庄、新星等塌陷村庄。他们
曾经的家，如今多塌陷为片片
湖泊，装点着淮北市半城山色、
半城水韵的景致。

建市60多年来，淮北市累
计生产原煤11亿吨。为了给
国家建设贡献能源，煤矿工人
挥汗拼搏发掘乌金；为了城市
美好未来，压煤村庄村民牺牲
自我舍弃小家。

“切实保护好人民的利
益”，历届淮北市委、市政府先
后出台《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
目实施管理暂行办法》等十余
项政策规定，逐步实现先搬先
采、统一规划，并对村庄搬迁补
偿与安置作出明确规定。

治理需要钱，搬迁也需要
钱。钱从哪里来呢？

“市属国企引领投资、区属
国企充分进入、社会资本积极
参与。”“统筹安排国有资源和
资金资产、依法依规注入采煤
沉陷区治理市场主体。”……经
过多年摸索，淮北市在推行市

场化运作道路上积累大量经
验、并坚持不断完善。

其中，以国家和省级矿山
地质环境和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项目资金为支持，带动市级
财政投入20多亿元，矿山企业
投入资金40多亿元。

“摸着石头过河”的搬迁安
置过程中，选址、征地、搬迁曾
是让人头疼的“三大难”，不能
压覆矿产资源，要符合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不得压占基本农
田，便于农民生产生活。“可供
选择的新村址越来越少，选址
越来越难。”淮北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有关负责同志回忆道。

无论多难，淮北市坚持以
人为本建新村、做优“服务人”
的文章。如城市社区型，相山
区近郊光明、代庄等6个沉陷
村庄，投资约5.7亿元，安置群
众1.2万人。如依镇建村型，淮
北市濉溪县刘桥镇统一规划新
村，投资8.5亿元，建成51万平
方米的多层住宅楼154栋，安
置5个行政村1.8万村民。

依托煤矿基础设施，将塌
陷村庄搬迁向矿区集中；依托
中心村划定搬迁区域，小村并
大村、强村带弱村……根据搬
迁村庄的实际情况和村民诉
求，搬迁群众住进新家、开始新
的生活。

一座城市的发展进程，总是
对应着一家一户的小幸福。
2020年，淮北市城镇、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4.9%、8.3%。

新发展阶段，淮北市将继
续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
扬长补短，演绎更加生动的转
型故事，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