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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于淮南“沿淮河发展”的网文引起了大
家的关注：网民“濠梁水”在今日头条平台编发了题
为《淮南沿淮发展才大有可为》《淮南沿淮河发展潜
力很大》的帖文，跟评420余条；网民“大白too”等在
抖音平台编发了题为《淮南城市发展方向——老百
姓关心的话题》《淮河岸边华丽转身》的视频，跟评
1360 余条。部分网民跟帖支持沿淮河发展，认为

“淮河有这么响亮的名片不利用可惜”，应该借鉴延
安、芜湖等城市沿河、沿江发展的经验，依托淮河天
然优势，打造沿淮河旅游观光经济带。

近日，淮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采访了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水利局，专家们一致认为：网民的愿望虽
好，但现阶段我市已经不具备沿淮河发展的条件。

市水利局：淮南沿淮地区蓄洪区多、安全风险大
市水利局专家介绍说，沿淮地区是安全风险最

大的地区。我市地处淮河中游，是全国首批25个重
点防洪城市之一，淮河流经市境105km，水旱灾害频
繁，建国以来共发生较大洪水 18 次，约 4 年一次。
历年防汛，淮河干流堤防和行蓄洪区是重点，任务
非常艰巨。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加，极端强降水事件频发
进一步推高了区域洪涝风险。另外，淮河两岸也是
采煤沉陷区分布的主要区域，采煤沉陷区对于耕
种、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我市沿淮河自上而下设有国家级行蓄洪区 5
处，分别为寿西湖（寿县）、董峰湖（毛集实验区和凤
台县）、上六坊堤（潘集区）、下六坊堤（潘集区、谢家
集区、八公山区）、汤渔湖（潘集区）行洪区，行洪区
总面积 311.6 平方千米，人口约 18 万，行洪堤总长

101.6km。瓦埠湖流域位于淮河南岸，流域面积
4193平方千米，跨淮南、合肥和六安三市。1952年
建东淝闸后，瓦埠湖被列为淮河蓄洪区，涉及寿县、
谢家集区和田家庵区。

市水利局专家介绍说，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若干意
见》，明确规定要从流域、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高度，研究不同类型蓄滞洪区管理与经济发展模
式，调整区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农牧
业、林业、水产业等，因地制宜发展第二、三产业，鼓
励当地群众外出务工。限制蓄滞洪区内高风险区
的经济开发活动，鼓励企业向低风险区转移或向外
搬迁。加强蓄滞洪区土地管理，土地利用、开发和
各项建设必须符合防洪的要求，保证蓄滞洪容积，
实现土地的合理利用，减少洪灾损失。蓄滞洪区所
在地人民政府要制订人口规划，加强区内人口管
理，实行严格的人口政策，严禁区外人口迁入，鼓励
区内常住人口外迁，控制区内人口增长。2017年，
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安徽省行蓄洪区产业发展负面
清单》，在产业管理方面，负面清单分为限制类与禁
止类，将产业园区建设、制造业、水电气生产和供应
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等列为禁止类项
目，禁止发展需建设影响行蓄洪功能的设施，或新
增区内居住人口，或造成环境污染的其他各类产
业。将农林牧渔业、重资产旅游业、风力与太阳能
发电、道路工程建筑和安装与采矿业列入限制类。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市沿淮地区不具备大
规模开发的条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专家介绍说，沿淮地区是

区域生态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淮河是淮南市也
是安徽北部最重要的区域生态廊道，淮河两岸的焦
岗湖、八公山、舜耕山、上窑山、凤凰湖都是自然保
护地，并纳入生态红线进行保护。此外，舜耕山山
脚到淮河水平面的高差约为49.6米。因此，各级规
划对沿淮地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限制。

专家介绍说，淮南城市建设的发展重点是南
向发展。从区域发展格局上看，淮南市的发展重
点是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与合肥都市圈。因此，山
南新区作为南向发展、对接区域战略的桥头堡，是
未来发展的核心。且淮南南站、淮桐高速等区域
性重大基础设施均经山南新区与区域核心城市连
接，使得山南新区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与优势。
从国家层面来看，淮河流域将成为实现生态文明
协调保护和发展的重要载体。2020年安徽省人民
政府编制印发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安徽
省实施方案》，其中淮南市的任务是落实岸线分级
管控与分类利用、建设航运枢纽，以及建设新产业
文旅基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专家指出，就城市发展方
向而言，淮南未来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是以南向为
主，中心城区的城市建设主战场是山南新区。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沿淮地区的发展，从生态
保护、环境治理改善和价值转化方面，谋划并实施
了一批如淮河岸线环境整治、采煤沉陷区治理、沿
淮行蓄洪区农民搬迁安置以及沿淮城中村改造等
项目，希望通过“生态+”“文化+”逐步把淮河打造成
山清水秀生态屏障、淮河文化集聚旅游胜地与环境
优美的宜居地。

淮南为何不具备沿淮河发展的条件？
本报记者 李钧 苏强 周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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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八一前夕视察西部战区空军时强调

加快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平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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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我市淮河淮上渡口南北岸线多为低洼湿地
和基本农田（2023年7月27日摄）

图二：2020 年汛期，淮河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
我市淮河淮上渡口北岸浸泡在洪水中（2020年8月6
日摄）

本报记者 张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