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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临近结束时，记者拿到了阜阳

市委书记宋卫平在中共阜阳市第四届

党代会上的讲话稿。记者将其中的几

句话引用如下：“（阜阳）今后五年工作

的总体目标及要求是：以全面转型、加

速崛起、富民强市为主线，立足阜阳、服

务皖北、辐射中原，大力弘扬王家坝精

神，加快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进程，加速经济增长，转变发展方

式，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当好皖北崛

起排头兵，成为安徽发展增长极，建设

有实力、有活力、有竞争力的区域中心

城市。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奋力开拓，

阜阳在皖北率先崛起的目标就一定能

够实现，一个崭新的阜阳一定会矗立在

江淮大地！”

“城市精神大讨论”
邀请您参与

本报结合“走基层、转作风、改文

风”活动，将陆续推出“星报记者走基层

之寻找城市精神”大型系列报道。通过

对安徽不同城市的“城市精神”的寻

找，挖掘每个“城市精神”的深层次内

涵。

为使此项活动更深入、更持久、更

广泛，本报发起一场“城市精神大讨

论”，欢迎您提出自己的看法，您认为您

所在的城市具有何种城市精神，或者需

要弘扬什么样的城市精神，请你拨打本

报热线：0551—5223760。

王家坝闸

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科学治水

“王家坝精神”引领阜阳“奔跑”
“王家坝精神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精神；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自强不息精神；军民团结、干群同心的同舟共

济精神；尊重规律、综合防控的科学治水精神。”2010年7月24日，温家宝总理来到阜南县王家坝镇，检查指导防汛抗洪工作

时，再次提到了王家坝精神。同年，阜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依法作出了《关于将“王家坝

精神”作为阜阳城市精神的决定》，至此，“王家坝精神”正式成为“阜阳城市精神”。

在“王家坝精神”的鼓舞下，阜阳飞速“奔跑”着。围绕着王家坝精神的发源起点，记者从蒙洼地区到乡镇、到县域、到市

区，到处可见闪耀着熠熠光芒的精神落点。 记者 杨文艺 宁大龙 文/图

“俺们只是为国家做了

点小事，国家领导人三番五

次来慰问，还表扬说俺们的

精神很伟大，我们觉得这是无上的光

荣”，9月16日，当记者再次来到王家坝镇

和谐村郎楼庄台，70多岁的王文生跟记

者这样说道。

王文生祖上几代都住在淮河岸边，

经历了15次蓄洪。“洪水一来，到处汪洋

一片，庄稼、房屋啥都给淹没了。”2007年

7月10日，淮河王家坝闸第十五次开闸蓄

洪时的情景，他还记忆犹新。

“为了大多数人的安全，这点苦咱

愿意吃”、“关键时候得识大体。”老人

的话语很朴实，然而就是这种朴实，让

多次到这里来的温家宝总理深刻地感

受到了蒙洼人民身上的精神闪光点，

温总理所总结的王家坝精神的第一句

话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精

神”。

正是蒙洼人民的这种无私牺牲和奉

献，换来了整个淮河流域的安澜。

洪水的肆虐吓不走不

屈的蒙洼人民，为了重建家

园、恢复生产，他们发扬了

“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自

强不息精神”。

“是蒙洼蓄洪的遭遇给了我创业

的启发，是蒙洼人民百折不挠的精神

鼓舞我克服企业发展中的困难。”王金

玲是地地道道的蒙洼人，在国家设立

蒙洼蓄洪区四年后，她成立了阜南县

郜台板鸭厂，把郜台乡的板鸭腌制包

装后走出蒙洼。依托蒙洼蓄洪区的水

资源优势，凭着坚忍不拔的努力，王金

玲的板鸭厂发展迅速，生产规模也不

断扩大。

“一家养两千只问题不大，三个月，

他们就可以赚到七八千块钱了。”王金玲

说，现在很多农户都意识到了洪水退去

之后养鸭子的商机。王金玲告诉记者，

下一步，她将继续借助蒙洼蓄洪区得天

独厚的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鸭子生态

养殖基地：“依靠蒙洼湿地这一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在郜台乡的蓄洪区内改造

出3000亩鸭子养殖基地。”

事实上，仅以郜台乡为例，该乡就现

有板鸭加工厂5家，年产值360万元；依

托蓄洪区杞柳发展的柳编也成为经济增

长的“亮点”，年创外汇1000多万元；境内

1.2万多亩的优质水域，每年出鱼量4200

吨，给郜台带来了3360万元的自然经济

效益……

除此之外，勤劳智慧的蒙洼人民还

因地制宜地发展了鸭蛋、毛豆、芦蒿等多

种产业，种植了大葱、猫爪子草等经济作

物。蒙洼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不断寻

求着化解洪水灾害的出路。走水路、发

水财、“反弹琵琶”念水经，这是如今蒙洼

蓄洪区人们的共识。

有了“王家坝精神”作

为动力，阜阳市的县域经济

得到了飞速发展。采访期

间，记者每到一处，都能感

觉到，阜阳市各县市区的园区建设力度

之大，县域经济发展速度之快简直超乎

想象。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颍州的机

械制造，太和的生物制药，阜南的木业、

纺织服装，临泉的化工、电子，界首的有

色金属、化纤，颍上的能源，颍东的食品，

颍泉的大市场等特色板块已经基本形

成，柳编、筛网、铅笔、渔具、薄荷等产业

也初具规模。

除此之外，各县市区还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记者在八里河风景区看到，当地许多农

民依托风景区，办起了农家乐，开起了超

市，有的甚至投资建起了宾馆。县委宣

传部的一位陪同人员告诉记者，以八里

河、迪沟风景区闻名的颍上，确立了以创

建全国旅游经济强县为目标，努力争创

八里河和迪沟5A级风景区，开发淮河风

情、绿色生态、农业观光和农家乐、工矿

游等特色旅游。

在王家坝精神的指引下，阜阳各县

市区发挥“军民团结、干群同心的同舟共

济精神”，筑巢引凤，主动承接东部沿海

产业转移，招商引资成效明显。

几年来共引进市外资金689.2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3.8亿美元，中航、中粮、中

建材、华润等一批知名企业纷纷来阜阳

投资兴业，大批“凤还巢”企业正逐渐成

为加快阜阳发展的生力军。

9 月 17 日，记者在阜新

高速的建设工地上见到了来

自四川的李学斌，这位昔日

在广东打工5年的农民工，

如今提起对阜阳的印象，连说了几个“没想

到”：“以前都说阜阳这不好那不好，老板让

我们来这里干活，起初我们还不愿意来，谁

知道来了以后彻底懵了，这里比我们家乡

好多了。”

近几年来，阜阳市依靠科学发展，加快

城市大建设，城乡面貌进一步改善。阜阳

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正在逐步确立。阜阳

市宣传部新闻科的徐科长介绍说：“阜阳有

六大优势，第一百亿江淮粮仓；第二煤电能

源新城；第三商贸物流名城，第四人力资

源，第五综合交通枢纽；第六滨水园林城

市。”徐科长所说的这六大优势实际上已作

为阜阳的六大名片，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

知。

2010年阜阳市的地区生产总值721.5

亿元，年均增长12.9%，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1400美元；财政收入88.2亿元，年均增长

27.3%；进出口总额3.1 亿美元，年均增长

23.2%。与2005年相比，产值超亿元企业

由29家增加到103家；食品、煤电、有色金

属冶炼等三个产业完成产值由不足百亿元

增加到418.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 7750 元增加到 13981 元，年均增长

12.5%；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85元增加到

4187元，年均增长15%……通过上面一组

数据或许就能看出，作为皖北重镇的阜阳，

在厚积薄发中所积蓄的崛起力量。

沿淮儿女：泥泞中走出不屈路，“反弹琵琶”念水经
“阜阳精神，就是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自强不息精神”

蒙洼百姓：只是做了点小事，却得到了无上光荣
“阜阳精神，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精神”

县域经济：干群同心筑巢引凤，同舟共济做大做强
“阜阳精神，就是军民团结、干群同心的同舟共济精神”

皖北重镇：科学决策谋发展，阜阳要当崛起排头兵
“阜阳精神，就是尊重规律、综合防控的科学治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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