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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认

真贯彻落实“守底线、走新

路、奔小康”的要求，坚持走

特色发展、集聚发展、绿色发

展、有序发展的内涵提升之

路，把“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

水青山，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

山”的要求落到实处，加大资

源开发力度，合理布局，组团

发展，石材产业生机蓬勃。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的深入推进，贵州的石材产

业 迎 来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发 展

机遇。

从国际看，目前安顺市与

欧盟、中东、东盟等国际主要

石材消费地区的经贸往来更加

密切；从国内看，目前我国已

是全球最大的石材生产国和消

费国之一，石材年消费量近

10 亿立方米；从省内看，贵

州工业化和城镇化两大战略深

入推进，建材产品消费结构逐

步升级，为安顺市石材产业发

展 提 供 了 更 为 广 阔 的 市 场

空间。

加快发展石材产业，是安

顺市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的战略选择，是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带动就

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2015 贵州 （安顺） 国际

石材博览会”是贵州省举办的

首届石博会，是安顺加快石材

产业发展的崭新平台，对推进

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十三五”期间，安顺将立足资源禀赋，抢抓机

遇，利用西南出口通道，努力拓展国际市场。计划到

2017 年，安顺石材行业产值将达到 200 亿元，到 2020

年，石材及相关产业产值可达 500 亿元；实现产业现

代化，园区各项配套设施更加齐全，循环经济体系更

加完善，装备水平和产品品种、档次一流，将西南国

际生态石材交易博览中心发展成为石材产业新的增长

极，力争培育发展出一批产业规模更大、基础力量更

厚的石材产业，使石材产业成为安顺乃至贵州省又一

新的经济增长点。

因此，我们必须优化产业布局，努力将石材产业

打造成绿色新型产业。

镇宁、紫云、关岭、普定等县区是安顺石材资源

的富庶之地，矿区的发展必须要以生态环境建设作为

产业发展的前提，将石材产业与下游资源综合利用产

业统一考虑，加强资源梯度利用、高效利用。

发展静脉产业，用产业融合理念，推进和支持以

废物为原料的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结合本地旅游、生

态休闲、建筑建材、市政工程建设的需求，开发石材

雕刻旅游纪念品、新型建筑材料等产品。

支持环保技术、生态恢复治理技术的开发与利

用，鼓励企业与相关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向深度开

发，拓展低品位矿石、尾矿、废石资源再利用渠道。

在园区范围内推进清洁生产，矿山开采企业推行

绿色矿山示范工程，将保护水源作为石材产业发展的

重要内容之一，工业废水全部循环利用，生活污水处

理后达标排放，保持园区水源清洁环保。

建立产业链联盟，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未

来，安顺石材产业将不断加大与其他产区、乃至国外

石材企业建立更广泛的产业联盟。在采购、市场、资

金、营销、展会等多领域展开合作，支持企业抱团发

展，与营销渠道、金融机构等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

增强安顺石材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作者系贵州省安顺市委书记）

8 月 20 日，记者来到镇宁县贵州晨春
石业有限公司采访。这是一家集矿石开
采、加工销售、进出口贸易为一体的综合
性企业，主营天然黑木纹、玉石等大理石
产 品 ，远 销 欧 美 、东 南 亚 、日 韩 等 国 际
市场。

公司董事长李晨春告诉记者，该公司
石材建设项目是镇宁县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之一，项目总投资 14.99 亿元，建成投产
后，年产值可达 25 亿元，年创利税 1.5 亿
元，目前是全球石材单体最大的企业、西
南最大的石材产业基地。

走进 1 号车间，工作人员介绍，1 号车
间主要加工大板石材。公司在镇宁拥有
两座天然石材矿山，一座是“黑木纹”大理
石矿山，一座是“蝴蝶红”大理石矿山；在
缅甸拥有一座翡翠绿的矿山。

据了解，“黑木纹”大理石矿山位于板
尧村，贵州晨春石业有限公司与镇宁县政
府签订的矿区面积为 23 平方公里，目前
办理的矿区面积为 0.1314平方公里，矿区
矿点 26 个。目前正在办理矿区扩建，扩
大后的矿区面积是现有的 6 倍。据相关
权威机构检测，“黑木纹”属大理石中的 A
类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优质水平，属超
薄型纯天然绿色环保产品。其独特的绿
黑颜色、木纹路及优良的理化特性，使其
成为一种美观环保绿色资源，是目前建筑
装饰业紧俏的饰面材料场。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
已经逐步渗入石材行业，B2B、B2C 也成
为众多石材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晨春石业抓住机遇，成功创建中国
“贵石网”垂直石材交易平台，成为国内首

家实现石材线上交易的 B2B 平台。目前，
已初步建立各省区市销售营销网络，并涉
及欧美等国际市场，参与石材产品的进出
口贸易。

晨春石业注重绿色发展，牢牢守住发
展与生态两条底线，坚决杜绝走先污染后
治理的老路，用循环经济理念发展石材产
业，走高效率、低排放、清洁加工转化利用
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协调好保护生态与发
展之间的关系。

在 4 号车间，记者看到每个板材生产
车间的外面都配备有 1 套石材污水循环
处理系统，这套系统晨春公司投入 400 多
万元，采用塔式沉淀除渣和封闭式管道连
接相结合，集沉淀、浓缩、压滤除渣于一
体，对生产污水进行循环利用，实现了污
水对外零排放。

4 号车间生产的各种形状的大理石产
品，有罗马柱、直线条、弧线条、柱
头、柱脚、浮雕等。这个车间也是超薄
板的流水线生产车间，据了解，超薄板
目前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由于品质精
美、质量上乘，在国际高端装饰行业运
用中，需求量巨大。

5 号车间是晨春公司最大的生产车
间，总面积 3.36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约 3
亿元，主要用于建设石材体验馆、宝石馆
和各种石材精品生产，建成后可实现全厂
年产值翻倍，可新增就业岗位 200个。

李晨春说：“近几年，在当地党委和
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晨春石业依
托区位优势，借势发展，力争把公司打
造成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石材行业的龙头
企业。”

贵州省安顺市，是“贵阳经济圈”的重
要节点城市、黔中经济区的核心区，区位
优势显著。

安顺大理石资源十分丰富，石材品种
多样，色泽丰富，其中主产自镇宁县被冠
以“中国米黄”的大理石，享誉海内外；灰
木纹、黑木纹、灰姑娘、灰太狼、杨柳青等
17个品种的优质石材资源也十分丰富，初
步探明的大理石矿藏达 6.98亿立方米。

近几年，随着全国区域经济结构调
整、东部地区石材资源日趋枯竭和开发成
本上升,石材产业由东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东部石材企业相继
到安顺市考察投资,企业看好安顺石材资
源、区位、交通等优势和市场发展潜力,陆
续到此投资建厂。

据统计，目前在安顺具有一定规模的
石材加工生产企业有 12 家，设计年产能
3450 万平方米石材，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8
家。2015 年全年实现石材及相关产业工
业总产值 15.3 亿元，工业增加值 4 亿元，
同比增长 7.8%，完成石材产量 1143 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 10.5%；2016 年全年石材
及相关产业可完成工业总产值 20 亿元，
工业增加值 5.2 亿元，同比增长 30%；完成
石 材 产 量 1425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10.5%。

8 月 26 日，2016 年第二届贵州（安
顺）国际石材博览会召开前夕，《经济日
报》记者赴安顺采访调研，看他们如何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产业发展 优势明显

2015 年，在首届安顺石博会上，红龙
玉、彩玉、海贝花、镇宁米黄的展出，让意
大利大理石产业代表大卫·约翰十分震
惊。“在意大利，很多家庭都会选择米黄大
理石作为室内装饰用材，我很高兴在这次
石博会上能看到贵州产这么多种类的大
理石。”大卫·约翰说。

安顺石材资源丰富，仅初步探明可开
发石材资源储量就有 7 亿立方米，饰面石
材 17 个品种。新开发的多品类木纹石，
深受北京、上海、广州等客户欢迎，并销往
英国、美国、德国、法国、韩国、意大利等
国家。

如果说石材资源储量巨大、品类丰富
是安顺发展石材产业的“天时”，那么区位
优势明显、交通四通八达便是“地利”。

位于黔中腹地的安顺，处于东盟自由
贸易区、泛珠江三角区、南贵昆经济圈的
交汇叠合区域，被称为“黔之腹、滇之喉、
蜀粤之唇齿”，在贵州省规划的“两横两纵
四连线”高等级公路骨架中，有一横一纵

两连线贯通其境内，贵昆铁路和株六复线
贯穿全境。

此外，安顺还是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
重要节点城市。今年底，沪昆高铁贵州西
段即将通车，途经安顺西站、平坝南站、关
岭站，这又为安顺经济社会发展和石材产
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总工程师周
仕飞介绍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
深入推进，为贵州石材产业‘走出去’
畅通了渠道；全国范围内新型城镇化的
深入推进，将使石材的市场需求长期保
持强劲势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
推进，将成为促进石材生产和消费的又
一政策红利。”

2015 年 6 月，贵州省政府将石材产业
列入建材产业重点规划项目，出台《关于
加快石材产业发展的意见》,把安顺市西
南国际生态石材交易博览中心、安顺石材
产业基地和镇宁石材产业园区分别纳入
全省重点布局建设项目中。安顺市编制
了《贵州省安顺市石材产业聚集区发展规
划》，兴建产业园区和基础配套设施，出台
各类招商引资优惠措施。

得天时、据地利、汇人和，安顺石材产
业发展优势明显，潜力无限。

产业集聚 规模经营

安顺市大理石岩资源主要分布于镇
宁、紫云、关岭、普定等多个县区，石材加
工产业主要采取分散式布局，各县区建有
一个石材集中加工园区。目前已建成西
秀区石材产业园、镇宁石材产业园、关岭
石材产业园、紫云石材产业园。

在发展中，安顺市重点建设贵州西南
国际生态石材交易博览中心，重点打造安
顺石材产业基地，重点建设镇宁石材产业
园区。力争打造贵州省第一个百亿级石
材产业园区。

此外，安顺市先后引进的晨春石业、
天韵石尚、玉腾石业等重点项目落地投
产，正在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晨春石业有限公司是亚洲最大的石
材单产企业，集矿山开采、加工、销售为一
体。该公司现有石材矿山 2 座，每年开采
量达 10 万立方米。两期建设项目建成
后，形成产能为年产 150 万平方米石材薄
板、精品、石雕。

贵州天韵石尚有限公司是一家涉及
矿山开采、石材精加工、工程装饰、园林园
艺绿化工程施工、石材贸易销售以及市场
运作等诸多领域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隶属
于世界 500 强中国电建集团旗下的中国
水电九局。目前正在运营的石材加工厂
第一期项目可年加工板材 100 万平方米，
第二期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年加工板材可
达 400万平方米。

今年 2 月 29 日，西南片区单体规模最
大、功能最齐全的石材交易市场——西南
国际生态石材交易博览中心项目开工，总
规划面积 5450 亩，涵盖会展交易、石材展
示、石材加工、物流仓储、创意研发、配件
配套、文化体验、综合商务八大功能区，计
划总投资 70亿元。

记者在项目一期核心区工地看到，总
投资 8 亿元的会展中心、研发中心、文化
广场等已见端倪。未来，交易中心将立足

西南、华南等泛珠江三角区，建立西南地
区面向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全球的石材交
易枢纽，成为安顺市工业最具经济价值的
名片。

安顺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队，组织石
材企业连续两年参加迪拜石材展，学习借
鉴其成功经验及做法，深入县区企业调研
指导，在相关会议上对石材产业发展多次
进行安排部署。

安顺市上下不遗余力地抓石材产业
发展，提升了本地石材产品在国内外的美
誉度。

转型升级 绿色发展

石材属于资源依赖型、生态环境敏感
型产业，在矿山开采、产品加工、物流运输
等环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粉尘、噪声、污
水等生态环境问题。

在石材产业发展中，安顺市不断加大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一方面，加强矿山、加
工企业的规范管理，着力解决技术支撑问
题，推广使用降噪、降尘、废水处理新技
术；另一方面，淘汰能耗高、生产效率低、
产品质量差、环境污染严重的落后项目，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绿色发展不仅仅意味着节能减排，
还包含着拓展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在安顺忠意石业有限公司，一款新型
绿色环保地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款
地板以高钙微晶石粉和天然树脂为原材
料，利用高科技纳米技术合成，具有美观
豪华、绿色环保、清理方便、经久耐用等优
点，是装饰节能所需地热地板及环保装饰
材料的首选，在市场上广受欢迎，也引领
着石材产业和地板产业的革故鼎新。

在镇宁石材产业园内的晨春石业有
限公司，记者看到几十台石材加工设备同
时运行，但厂区环境依然干净，没有刺鼻
粉尘、没有喧嚣噪音。该公司办公室主任
李垚葳介绍说：“公司自建的石材污水循
环处理系统，能够将来自切割、清洗、打磨
中的粉尘、石料沉淀等生产污水进行净化
和循环使用，实现污水对外零排放。”

2015年，首届贵州(安顺)国际石材博览会成功举
办，1000多位国内外石材产业界人士汇聚安顺，共
赏丰富石材和精美石雕石刻，畅谈国际国内石材产业
发展现状和趋势，建言石材产业转型升级思路和
目标。

8月26日至29日，2016第二届贵州(安顺)国际石
材博览会临近。据安顺市政府副秘书长、石博会执委
会执行副组长项连枢介绍，目前已有 25 家国外企
业，240家国内企业报名参会，中国石材100强企业
均参会参展。届时招商签约、石雕石刻设计大赛、石
材产业国际论坛等将同步进行，安顺石材产业的影响
力和核心竞争力定将有力扩大。

8月21日，记者走进安顺市多彩万象旅游城石
头风情小镇。这里是第二届石博会的展区，6万平方
米的展位设置有省内外及国际石材展区、机械与荒料
展区、观赏石展区、石材雕刻设计大赛展区等功能
区。目前，博览会招商、招展小组分别到国内重点石
材产区和各知名石材企业开展招商招展工作。其中，
厦门万里石、威海高时等国内知名石材企业已明确表
示参展参会。

为进一步增强贵州(安顺)国际石材博览会在业界
的影响力，中国石材协会、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
究院决定将全国石雕石刻设计大赛基地落户贵州安
顺，每年与贵州省石材博览会同期举办。此届全国石
雕石刻设计大赛,参赛作品主要为石雕艺术品及建筑
用石材雕刻作品，通过创意设计造型和质感,展示石
雕石刻艺术与技术,引领城市景观和绿色建筑“石”
尚之风。 （王新伟 吴秉泽）

以石为媒 合作共赢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周建琨

借 势 发 展 立 潮 头
——贵州晨春石业有限公司见闻

本报记者 王新伟

这里的石头会“说话”
——贵州安顺市发展石材产业调研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在贵州晨春石业有限公司，第一车间内生产井然有序。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图为贵州玉腾石业公司的生产现场。 （资料图片）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 虎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