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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型煤化工材料基地

淮北市经过长时间转型升级工作的探

索，已经确定把煤化工产业作为淮北市的

首位产业。经过各方努力，临涣工业园安

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已经是

省政府批准的安徽省四大化工基地之一。

该市煤化工基地建设速度开始加快，规划

到2020年，建成重点化工、能源项目30个

以上，大大增加了园区项目储备。

不仅如此，该市依托为煤炭产业配套形

成的一定规模的煤机产业，在此基础上通过

技术改造、产品创新，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做

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依托资源能源优势，

建设铝基产业。推进食品产业升级，打造食

品产业高地，实施煤电一体化战略，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在产业转型上已经找到

可行的路径。

非煤工业产值超过千亿元

据淮北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9

月份，该市非煤工业累计实现产值突破千

亿元大关，达到 1049.6 亿元，同比增长

17.7%。

据悉，该市非煤工业经济区域结构得

到优化，全市以濉溪县为中心形成了铝基

新材料产业基地，以杜集经济开发区、市开

发区龙湖高新区为中心，形成了机械制造

业产业基地，相山区所属的凤凰山食品经

济开发区则形成了以食品加工为特色的产

业集群。

1至 9月，全市机械制造业实现产值

314.6亿元，同比增长21.1%；食品工业实现

产值251.2亿元，同比增长13.7%；纺织行

业实现产值73亿元，同比增长18.2%。

高新技术产业获快速发展

据淮北市统计局消息，前三季度，该市

高新技术产业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4.9

个百分点，超过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增速8.1

个百分点；实现增加值88亿元，同比增长

16.8%，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超

过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8个百分点。

1至9月份，全市733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增加值 402.5 亿元，同比增长

1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0.7 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7位，较1至8月份前移2个位

次，是今年以来最好排名。

推动煤电一体化，大力发展高新产业

“煤城”淮北打出“转型牌”

淮北市作为一个资源性工业城市，缘煤而建，因
煤而兴，2003年以来，煤炭行业经历黄金十年的发
展后走向低谷，作为煤电产业为主的淮北市经济也
在同期经受着转型之痛。

由此，产业转型迫在眉睫，调结构的成效也日益
显现。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煤炭总产值和
增加值在该市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电力产
业继续增长，非煤产业总量持续增大。

记者 曾梅 志强

星报讯（李若冰 记者 祝亮）

12月3日，我省迎来入冬以来首场弱

降雪，淮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

区先后出现雨夹雪或小雪。3日7～

17时，全省16个市县出现小雪，27个

市县为雨夹雪，降雪量较小，仅天柱

山有1厘米的积雪深度。3日早晨，

全省最低气温淮北北部为0～-5℃，

其 他 地 区 为 1～5℃ ，最 低 砀 山

为-4.9℃。

预计4～6日全省以多云天气为

主。具体来说，4日：全省多云到晴

天；5日：全省晴天到多云；6日：全省

多云到阴天。

2日夜间，省城合肥降下一粒粒

白色的物体，就是俗称的下“雪

子”。气象专家解释，雪子学名为

霰，同雨、雪一样，都是降水形式的

一种。但它与雪性质不同，从形态

上来讲，雪花大都是六角形的，而霰

呈白色不透明的圆锥形或球形，着

硬地常会反弹，通常直径约 2～

5mm，松脆易碎。并且雪花形成的

温度要比霰低，一般大范围出现；而

霰产生于扰动强烈的云中，由雪晶

（或雪团）大量碰撞过冷云滴，使之

冻结并合而成，下降时常呈阵性，所

以经常发生在局部地区。气象专家

补充说，遇到霰时，许多人常以为是

冰雹，冰雹通常出现在对流活动较

强的夏秋季节，质地很硬，相对冰雹

来说，霰是比较松散的。
昨天12时，岳西县迎来今冬首场雪。 吴均奇/摄 黄山下雪

昨天下午两点钟，黄山风景区降下了今冬第一场雪。记者 陈明/图

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 昨日，合肥

的上空飘起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市

场星报记者从周谷堆批发市场了解到，由

于雪花很快就融化，没有影响地产菜的生

长与采摘，目前，该批发市场上各类叶类

菜价格平稳。

“目前市场里的叶类菜都来自省城

周边的蔬菜基地，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

响。”周谷堆信息中心主任李涛告诉记

者，相比之下，通过长途运输过来的茄

子、黄瓜、西红柿等果茄类蔬菜批发价

有小幅上涨。“还得看后期的天气走

势，如果持续雨雪天气，蔬菜价格肯定

得涨。”

合肥首场小雪
没推高市民“菜篮子”星报讯（黄晔 肖夏 记者 李皖婷）

近期省城气温骤降，市场星报记者昨日

从安徽省儿童医院了解到，该院近日接

诊的呼吸道疾病患儿明显增加，日门诊

量、夜间急诊量均比前期增加近20%，

病房更是爆满，其中哮喘等喘息性疾病

增加尤为明显，患儿年龄在2个月到5

岁之间者居多。

孩子夜间咳嗽当心患上哮喘

4岁的壮壮已经断断续续地咳嗽了

2周多的时间，吃药、打针总也不见好。

在省儿童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毕良

学表示，检查后发现，壮壮患的不是感

冒，而是哮喘。

“哮喘的很多症状与感冒咳嗽很

像，别说孩子家长，就是一些经验不足

的儿科医生也很容易误诊。”毕良学介

绍说，儿童哮喘一般是以咳嗽为主，多

在夜间出现阵发性、刺激性干咳。咳嗽

剧烈时，常伴有哮鸣音和气喘，而且患

儿一般在咳嗽前并没有明显的上呼吸

道感染和发烧等表现。

毕良学提醒，如果孩子感冒、咳嗽

反复发作，尤其是夜间、晨起咳嗽剧烈

时，都要小心是不是得了哮喘。

呼吸道疾病小宝多中招

“最近几天，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

科的小患者增多了不少，这与天气转

凉、昼夜温差较大有一定关系，除气候

原因外，长期的雾霾天气也成为儿童哮

喘的重要原因。”

毕良学表示，目前是呼吸道疾病的

高发季节，天气变冷后，人们的呼吸道

会受到外界不同程度的刺激，尤其儿童

的呼吸道黏膜发育尚不完善，对外界气

温突变的适应能力较差，免疫力也较

低，所以比较容易“中招”。

“除做好日常保暖外，应少在雾霾

天气带孩子外出游玩，必要时要戴口

罩，降低外界不良因素对孩子呼吸道的

刺激。”毕良学提醒，家长要养成孩子良

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孩子则要多

喝水、经常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如果发现孩子有反复感冒、咳嗽等

症状，不要凭着“经验”自行处理，而是

要带着孩子及时就医。

昨天，你那里下雪了吗？
全省昨日多地飘下今冬首场雪

低温、雾霾齐袭，呼吸科“一床难求”
患儿年龄在2个月到5岁之间者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