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突出

矛盾，需要下大力气化解。但怎样化解，

看法不尽相同。有一种观点认为，靠市

场，依靠市场机制解决问题。从理论层

面，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实践层

面，这次调研的一个突出的体会是，化解

产能过剩不能全靠市场。

石家庄市压减水泥过剩产能，如果没

有地方政府强力推动，完全靠市场机制去

淘汰，会是什么局面？采访中，我们多次提

出这个问题，答案是清楚的——那将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地方经济发展会付出更大

的代价。可能的局面是这样的：

——因为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只好

压价销售，大多数企业日子都不好过。

大家都熬着。不排除有的企业有过人之

处，日子好过些，也好过不了多少。

——日子过不下去了，老板选择停

产，先把企业关了，等待市场好转。市场一

旦好转，有钱可赚，马上点火，重新开张。

——大家都知道水泥产能过剩，都希

望压减，但都不想压自己。老板们都挺

着，看谁能挺到最后。没有老板愿意自己

压下来，把希望和机会留给别的企业。

——为什么不主动转型呢？这些老

板做水泥是强项，转型做别的行业信心

不足，动力也不足。做水泥熬着、挺着或

许还有希望，主动转型做别的行业没那

么容易。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地方环境污

染严重，好项目不来投资，地方经济发展

会错失好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

政府该不该出手，用行政办法强力压减

水泥过剩产能？依笔者之见该出手。如

果石家庄市政府不出重拳，河北省政府

给石家庄市分配的压减水泥产能指标也

无从落实。

政府出手治理，不意味着市场机制

不起作用。石家庄市这次压减水泥过剩

产能，内在市场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企业心里清楚，这个行业很难混下

去了，不拆也没什么好结果。政府按照

“政府能承受、企业能接受、社会能认可”

的原则，对拆除企业进行了补偿，所以企

业都是自愿签署了拆除协议。

化解产能过剩要靠市场，但不能片

面地、简单地、完全地依赖市场，尤其像

化解水泥产能过剩这类非常复杂的事

情，政府该出手还得出手。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这句话必须一起说。

化解产能过剩

不能全靠市场
崔书文

“最鼎盛时，咱南西焦村有 13 家
水泥企业，年产水泥超过 350 万吨，光
拉料、跑运输的大卡车，村里就有 100
多辆⋯⋯”2月 18日上午，在石家庄平
山县南西焦村委会办公室里，村党支
部书记韩宝贵对记者说。

韩宝贵担任南西焦村支书刚满一
年，恰好赶上了石家庄这两次集中拆
除水泥过剩产能的行动。他告诉记
者，到今年 3 月底，全村除保留一家名
叫嘉华的特种水泥企业外，其余所有
的水泥企业都要拆除。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在感情上
还有些不好接受。”心直口快的村办主
任齐秋海坦言，村里 900 多户几乎家
家都有人在这些水泥厂里上班，即便
是跑运输、开饭店的村民，他们的生意
基本上也都是绕着这些水泥厂在转。

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水泥厂
拆除后，农民纯收入确实减少了，这是
最让韩宝贵们感到头疼的一件事。然
而，除了种植核桃、搞养殖外，当下似
乎没有更合适南西焦村民致富增收的
选择。

核桃产业是平山县“第一特色富
民产业”，多年前，当地政府就提出要
用 3 至 5 年的时间，实现“人均一亩核
桃树”的目标。

“村里老支书齐孟海 10 年前就开
始种核桃了，现在有 180 多亩，每年收
入就有好几十万元。”韩宝贵说，过去
水泥厂红火的时候，大家伙好像不怎
么在意这小小的核桃树。可如今，村
里一合计，还是响应县里号召，把这些
腾挪出来的土地种上核桃树，尽可能
把村民的收入损失弥补回来。

为此，村委会联合镇、县合作社，
成立了成人实用技术学校，为村民开
设实用技术培训。“第一期我们开设的
刺绣培训，后来到第二期，我们就请专
家来讲核桃种植技术了，每次来听课
的村民都有 60多人。”齐秋海说。

从 2013 年春季开始，南西焦村就
有计划地组织村民种植核桃树，一年
下来全村核桃的种植面积增长了 800
多亩。“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种上了，
我们种的不是普通的核桃，是嫁接了
从国外引进的清香型薄皮核桃，市场
价每斤能卖出 25 元。”齐秋海说，嫁接
的这个新品种不仅耐旱，而且生长得
快，嫁接后当年就可挂果，5 年可出
果，七八年即可盛果，一般产果期在
40 年以上，特别合适当地种植。“今年
我们还想继续扩大核桃种植，只是嫁
接苗的供应现在有点跟不上了⋯⋯”

南 西 焦 村 的 期 待
本报记者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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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下午，河北石家庄满天雾霾，
PM2.5和 PM10监测指数几近“爆表”，记者一行
行驶在西柏坡高速上，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
片。

从石家庄市区到平山县西焦村半个小时的
车程，沿途集聚了大大小小的水泥企业数十家。
我们采访的第一站，是平山县恒达鑫水泥有限
公司。这家企业正是石家庄第二次集中拆除水
泥企业的第一爆破现场。公司院内，10多位消防
战士正在为17日的爆破做最后的演练。

“都是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就像自家的
孩子，谁不心疼！但大伙还是认可这个拆除
的，虽有损失，但也要服从大局啊!”说这话时，
恒达鑫公司总经理仇宪法的眼里闪过一丝莫
名的伤感。不过，这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还是
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和记者攀谈起来。

从企业规模到职工安置，以及后续发展，
采访很顺利。采访即将结束，仇宪法特意让记
者以水泥料仓为背景给他照相。16 个小时后，
在爆破的巨响里，仇宪法身后的料仓将化为
一片平地。

一位当地干部告诉记者，拆除这 35 家水
泥企业，业主有犹豫，有观望，但还是签了拆
除协议，老百姓也没有“堵大门”，整体进展比
较顺利。

抓补偿：

政府能承受

企业能接受

社会能认可

为 鼓 励 淘 汰 过 剩 水 泥 产

能，当地制订了详细的补偿和

奖励标准：对有生产许可证水

泥粉末企业按每万吨 17 万元

补偿，对料仓根据体量大小分

别补偿 1 至 5 万元拆除费，对直

径 3 米以上矿粉磨按每万吨产

能补偿 12万元

因为补偿款的事，郄健雄最近没少往平
山县城跑。郄健雄是河北西柏坡建材有限公
司董事长，他所经营的这家水泥公司是石家
庄市第一批被拆除的企业。

“我们企业总投资大约 4000 万元，这些
钱有从银行贷款的，有工人集资的，还有大家
从亲戚朋友处筹借的。”除了爆破前已经到位
的首批 500 万元补偿款，郄健雄还在等待剩
余补偿款。

郄 健 雄 告 诉 记 者 ，企 业 拆 除 后 ，价 值
1000 多万元的土地资产不会有损失，再加上
此前的 500 万元补偿款，算下来大约还有
2000 多万元的缺口，“希望补偿款全部到位
后，最终别让我赔了吧⋯⋯”

郄健雄的纠结和担忧，代表了大多数被
拆水泥企业的想法。不过，这些企业实际情况
千差万别，规模、效益都处在动态变化中，而
且设备新旧程度不一、债务和资产情况十分
复杂，想要算清这些新老“账本”，让每家企业
都获得满意补偿，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我们的一个总原则，就是要努力做到政
府能承受、企业能接受、社会能认可。”石家庄
市副市长郝竹山说。

尽管石家庄市各级干部对于这个 15个字
的原则都熟稔于心，不过在具体操作中还是
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鹿泉市工信局
局长张振平感慨颇深，“尽管做了耐心细致的
工作，即便是当初已经谈好了，也未必就能顺
利执行，有少数企业甚至在爆破点装上炸药
后又反悔了。”

今年 2 月 10 日，鹿泉市委、市政府通过了
《关于淘汰水泥行业过剩产能推进企业转型
升级的意见》，并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全市。

在这份《意见》中记者看到，为鼓励淘汰
过剩水泥产能，当地制定了详细的补偿和奖
励标准：经河北省建材设计院认定后，对有生

产许可证水泥粉末企业按每万吨 17 万元补
偿，对料仓根据体量大小分别补偿 1 至 5 万元
拆除费，对直径 3米以上矿粉磨按每万吨产能
补偿 12万元等。此外，鹿泉市还对规定时间内
签订协议并按约定时间拆除完毕的企业，给
予每台磨机 100万元不等的奖励。

“鹿泉的 24家拆除企业，我们基本上是逐
个见面、介绍政策，充分调研、征求意见，光这
个《关于淘汰水泥行业过剩产能推进企业转
型升级的意见》的初稿，前前后后修改了不下
15次。”张振平说。

记者在鹿泉、平山两县调查采访时了解
到，首批补偿已基本发放到位，累计市县两级
财政需筹集 10.7 亿多元。“石家庄市级财政准
备了 3 个多亿，鹿泉、平山两地财政筹备了 7
个多亿。下一步，我们还要积极争取中央及省
级相关资金。”郝竹山说。

对于财政资金并不充裕的平山、鹿泉而
言，这笔额外支出并不是个小数目。据了解，
平山县财政收入 2012 年约为 20 亿元，2013
年为 16.06 亿元。“今年平山定的财政目标是
18 亿元，是不是能完成，还是个未知数。总的
来看，有很大困难。”平山县一位干部说。

妥安置：

解除用工合同前
须缴清所有费用

为了切实保障职工利益，

石家庄及鹿泉、平山两级政府

多次召开协调会，要求企业必

须在与职工解除用工合同前缴

清所有费用

记者在石家庄市调研采访发现，被拆除
的 35 家水泥企业中，除小部分企业存在一些
问题外，大部分企业都能较好完成职工安置，
整个过程也远不如记者想象中的那般复杂。
原因何在？

在河北西柏坡建材有限公司，生产高峰
时有工人 1150 多人，现在除了几个工人留守
外，其余全部放了长假。“将来要是有好的项
目了，还可以把那些技术好、信誉好的工人再
找回来。”郄健雄说。

平桥水泥厂是平山县最早的几家水泥企
业之一，厂长任锡生告诉记者，平时厂里有 90
多个工人，去年底停产后，工人就基本走光
了，“前几年水泥行情好的时候，厂里也有来
自山西、甘肃的工人，这几年基本上都招聘当
地村民。”

平山县工信局经济运行科郭立军介绍，
平山县拆除的 19 家水泥企业涉及 1200 多名
职工，凡是签订劳动合同的，均严格按照合同
约定进行补偿。“还有一部分职工牵涉到养老
金等问题，县里要求该缴的部分必须缴清后，
才能发放补偿款。”

平山县的当地水泥企业中，大多数岗位
属于重体力岗位，企业中女工少、男工多的现
象普遍存在，他们的年龄位于 30 至 45 岁之间
的偏多。为了切实保障职工利益，石家庄及鹿
泉、平山两级政府多次召开协调会，要求企业
必须在与职工解除用工合同前缴清所有费
用。不仅如此，当地还对一部分涉及“粉尘”岗
位的职工，在解除合同前进行职业病体检。

与民营企业不同，一家名为铁狮建材的
水泥企业正面临着职工安置难题。这家正在
改制中的老国企，前身是河北省沧州建筑材
料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沧州来鹿泉建厂，
企业效益好时国企职工身份的工人有 2000
多人。因为减产，一部分工人目前每月只能上
20 天的班，而多达数百人的退休职工也面临
社保金交不起的尴尬境况。

“当年效益好时，挣的钱比县长还多呐
⋯⋯”铁狮建材有限公司退休职工梁合申告
诉记者，因为是从沧州异地建厂，很多老职工
的户口至今还留在沧州，社保、子女上学等问
题至今悬而未决，如今面临彻底停产的遭遇，
将来何去何从是大家伙最关心的，却也是最

无奈的事。
在“多方拉锯”中，梁合申和他的老工友

们还在艰难地守候着，他们希望有一天会出
现转机。“我们也在想，这里有 230 多亩土地，
交通也挺方便，也许哪一天会有一家有实力
的企业进入，把大伙的就业、养老等问题都解
决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石家庄市正在与沧州
市有关单位深度沟通，希望能妥善解决铁狮
建材公司这一个案。

除直接影响在水泥企业就业的 4000 多
名职工外，更多受到影响的是水泥行业上下
游企业，涉及人数不下上万人。以鹿泉为例，
当地水泥行业形成已有 50 多年，当地人的生
产、生活方式大多围绕着水泥产业，运输、餐
饮、机械、纺织等行业发展大多依附在水泥产
业之上。

“拆除水泥企业只是个开始，思想认识上
的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郝竹山说。

建机制：

有决心
更要方法对路

“主动做和被动做的效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让石家庄市
委书记孙瑞彬感到欣慰的是，
越来越多的县乡干部正在主动
改变观念，越来越多的企业主
接受、认可了国家的治理政策

“这次石家庄市拆除 35家水泥企业，实际
上是根据国家战略部署，结合石家庄本地发
展实际而作出的决策。”在石家庄市长王亮看
来，水泥行业发展涉及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
的博弈，涉及局部利益和整体布局的调整，拆
除水泥过剩产能，是为了给新兴产业腾出发
展空间。

决心有了，还需要选对路子。郝竹山告诉
记者，从去年 7、8 月份起，石家庄市就开始谋
划如何拆除水泥过剩产能的问题。“从停产到
彻底拆除，我们觉得其间需要一个适应期，就
好像刹车一样，必须有个安全距离，刹得太急
了，就容易翻车。”

“这些企业都不在国家淘汰序列中，能正
常生产，每年都在环保上投入资金和设备，一
下子让他拆除，需要一个过程。”郝竹山坦言，
拆除难度确实很大，但必须彻底断了他们的
念想——“如果不拆，‘二次创业’的动力就不
足。即便是淡季，这些小水泥企业也能挣上个
百八十万，这个时候你让他们去二次创业，他
们会吗？”

郝竹山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2007
年鹿泉市曾集中拆除过 30 家企业的水泥立
窑。之后，当地银行贷款量有了大幅增长。“这
说明企业真在考虑新项目问题了。这也给我们
一个启发：政府通过搭台，把传统高耗能高污
染企业逼上了‘绝路’，他们才会真正去创业！”

根据石家庄市大气污染应急预案，每年
11 月 15 日至次年 1 月 15 日的供暖期内，部分
工业企业要停止生产。借助这一有利时机，石
家庄市委市政府充分考虑历史、现在和将来
的基础上，对鹿泉、平山两地分别出台了拆除
水泥过剩产能的指导意见，打响了化解产能
过剩、防治大气污染的攻坚战。

“刚开始，我们一线的基层干部内心里也
有不理解，跟着这些企业一路风风雨雨走过
来，拆一家，税收就减少了一家。虽然腾出了
一些土地，但在招商中，即使给了优惠政策，
也无人问津。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环境差。”
鹿泉市发改委大项目办主任封登云说。

“主动做和被动做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的！”让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彬感到欣慰的
是，越来越多的县乡干部正在主动改变观念，
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接受、认可了国家的治
理政策，尽管政府给予的补偿远远不够弥补
他们的损失，但他们依然给予配合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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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7日，石家庄第二次集中拆除水泥企业的第一爆破现场。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恒达鑫公司总经理仇宪法在

料仓前的留影。

平山县南西焦村的核桃林，

是当地人告别水泥产业后的新希

望。 本报记者 顾 阳摄

在村民齐秋海的身后，是平

山县南西焦村最大的核桃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