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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许昌构建全链条、全循环绿色发展格局——

节能环保产业交出“绿色”答卷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杨红卫

带动甘肃张掖农户增收24.8亿元——

玉米制种成为主导产业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黄 鹰

本版编辑 李 景 美 编 高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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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许昌市高度重视节能环保

产业发展，将之作为全市新兴产业之一重点

推进，制定实施了《许昌市节能环保装备和服

务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许昌市再生金属及制

品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不断建强产业链、优

化价值链、提升创新链，基本形成了全链条、

全循环的绿色发展格局。

谋划产业布局

作为中原城市群唯一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许昌市把无废城市建设作为解决突出环

境问题、提升城市品质、培育经济增长点的重

要契机，积极探索实践。“我们依托本地生态

环境和产业特色，精心谋划了一批强基础、管

长远、利大局，具备战略性、格局性、支撑性的

项目，有力推动了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许昌

市委书记胡五岳说。

例如，将节能环保产业列入全市九大重

点新兴产业进行培育，累计投资 500多亿元，

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以长葛市大周再生金

属循环产业集聚区为主体，打造再生不锈钢、

再生铝和再生铜产业链。以襄城县循环经济

集聚区煤焦化产业为基础，通过延链补链，拉

长产业链条，形成了硅碳新材料、新能源精深

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实现了能源利用的最

大化和废物排放最小化。

在产业布局上，许昌市初步形成了“一

核、两园、两集群”格局。“一核”即大周产业集

聚区再生金属循环产业园核心区，“两园”即

禹州市环保装备产业园、建安区环保装备产

业园等 2个先进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区，“两

集群”即以经济技术开发区、长葛市大周产业

集聚区为依托的节能变压器和节能电机产业

等高效节能装备制造集群。

发力技术改造

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要种好树、护好河，

更需要在厚植绿色家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当前，许昌市已深

入推进智能改造、绿色改造、企业技术改造工

程。“以重点项目、骨干企业、产业园区为抓

手，围绕资源循环利用、电力行业节能技术和

装备、电机拖动设备、环保装备和服务等特色

产业，谋划布局重点项目，深入开展‘质量标

杆进企业’活动，引导规模以上企业普遍完成

新一轮技术改造。”许昌市发改委负责人说。

经济日报记者走进许昌市河南晟丰科技

有限公司，在该公司的六连轧不锈钢智能生

产线上看不到工人的身影，只有机械臂来回

作业，从上料、轧制到成型，全都由电脑智能

控制。“这条生产线融合了德国西门子TDC智

能化轧钢系统和德国西马克公司技术，是全

省智能化程度最高的不锈钢冷轧生产线，每

月产能3万吨。”晟丰公司生产厂长王怀生说，

以前要几十人干的活，现在7个人就能完成。

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则针对生产薄

弱环节，开展智能化改造，建成智能化生产线

75 条，实现了各个生产环节无缝对接，生产

成本降低15%左右，生产效率提升20%以上。

加强开放合作

记者走进长葛市大周产业集聚区，这里

的百菲萨电炉不锈钢除尘灰项目建设工地一

派繁忙景象，施工围挡、喷淋装置、雾炮车等

抑尘设施一应俱全。从 2020 年 3 月 19 日项

目确定落户长葛，到4月8日完成土地勘测定

界，再到5月14日破土动工，这个落户许昌投

资额最大的德国独资项目，落地速度之快创

造了对德合作的“许昌速度”。

“该项目采用德国先进的威尔兹回转窑

生产工艺，建成后将实现每年主营业务收入

4亿元，年利税 2000万元，推动大周产业集聚

区再生金属产业链做优做强。”长葛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大周产业集聚区党工委书记

王彦伟说。

不仅如此，2020 年

11月 19日，在南京举行

的豫苏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许昌市还和百

菲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现场签约投资 15

亿元的年产 30万吨再生铝项目、年产 11万吨

铝盐渣循环利用项目，主要建设盐渣回收利

用工厂、再生铝工厂。项目建成后，能将废物

完全循环再利用，不产生二次废物。

近年来，许昌市着力开展对德合作，不断

深化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其中，节能

环保产业是对德合作至关重要的一环。借助

中德（许昌）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平台，许昌

市布局建设中德再生金属生态城，引进了一

批投资规模大、发展前景好、示范带动作用明

显的国际合作项目。如今，许昌市累计签订

中德、中美、中日等合作项目 12 个，5 个项目

建成投产，完成投资 28 亿元，吸引全产业链

及周边产业不断集聚。

从最初的 86 平方公里到总面

积 7000 多平方公里，建设主体从上

海一家变成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建。

今年 3 月出炉的《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建设总体方案》，重新定义了“虹

桥”，让这个“上海的虹桥”即将成为

“长三角的虹桥”“世界的虹桥”。可

以说，这是一次定位升级、开放升

级、功能升级。

上海“破圈”携手苏浙皖，已经

不是第一次，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已有先例。深入

思考这两大战略就会发现，无论是

建设示范区，还是打造“大虹桥”，对

于上海而言，这既是一次大范围、战

略性转型升级，也是整座城市空间

格局、发展格局的再造。对整个长

三角城市群而言，需要打开“地域边

框”，打破“思维边框”，站在“一体

化”发展维度的更高起点上谋划自

身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要实现双向“破

圈”、多边“链接”，把双向开放、双向

联动的文章做深做透，就要进一步

构建要素链接、产能链接、市场链

接、规则链接，形成独具优势的战略

通道，让“大虹桥”乃至整个长三角

成为配置全球资源要素的新高地，

把“大虹桥”打造成为长三角强劲活

跃增长极的“极中极”、联通国内国

际市场的“彩虹桥”。

长三角城市群要实现双向“破

圈”、多边“链接”，还需要在聚焦重点、抓住关键、攻坚突破

上先行一步，尤其是要抓好先行试点和系统集成，加快政策

落地实施，探索形成制度型开放新规则、新路径，让制度创

新举措在“大虹桥”释放出更大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要实现双向“破圈”、多边“链接”，就要从

长三角更高水平协同发展的格局来审视发展，强化规划对

接，整合资源要素，主动贡献“长板”。在大交通上，以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为抓手，使长三角城市坐标系更为紧凑、更为

高效；在产业上，进一步加强优势互补，以产业分工融合推

动区域发展布局重塑优化。

目前，虹桥已是全球货物流、商务流、人流、资金流、信

息流的交汇点和中转站。今后，大虹桥枢纽性节点的功能

将被打造得更强，长三角城市群也会有更大发展潜力。在

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上海需要始终面向长三角、面向全国、

面向世界，以更开阔的视野加大资源集聚、功能辐射力度，

主动搭建平台、构筑通道，服务构建新格局，彰显一座超大

中心城市的功能。

最近两年，河南省长葛市大周镇天蓝

了、水清了，产业也“绿”了。

废旧金属回收，是这个中原小镇的“名

片”。“废钢、废铝、废铜到了大周都将被赋

予‘二次生命’。”长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大周产业集聚区党工委书记王彦伟自

豪地说。

大周镇是长江以北最大的再生金属集

散地，拥有“回收—拆解—冶炼—加工—销

售”的完整产业链。曾经，家家点火、户户

冒烟的小作坊式生产，数百家废旧金属加

工点各自为政，导致“小散乱”问题突出。

如今，大周镇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发展

方式更加规范，污水处理、固废处置等各项

基础设施完善，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产业链

条趋于完整，以废旧金属的回收、加工、销

售为主导，形成了再生铝、再生铜、再生镁、

再生不锈钢四大产业集群，催生了金汇产

业集团、金阳铝业等一批再生金属龙头

企业。

以河南金汇不锈钢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为例，该公司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利用废旧

不锈钢再生产加工的全产业链民营企业，

也是河南省唯一的全产业链不锈钢企业，

现已成为大周镇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

地，是中国中部不锈钢产业基地的核心支

撑。该公司还“牵手”世界 500 强企业德国

汉高集团，开展无硝酸酸洗和新型酸回收

技术合作，实现酸洗过程中的自动化循环

利用，每年可降低生产成本近千万元。

“现在，我们的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实

现年回收废旧金属 300多万吨，再生各类金

属 240万吨。再生铝、再生铜、再生镁、再生

不锈钢四大产业链，真正让废旧金属变成

了‘金疙瘩’，让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王

彦伟说。

废金属变成“金疙瘩”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杨红卫

翻耕耙地、购置农资，在万物复苏的春分时节，

缪自虎迎来了新一轮劳作。54 岁的缪自虎是甘肃

张掖市临泽县倪家营镇农民，如今他承包了 180 余

亩制种玉米地，依靠 30 余年辛勤劳作的积累，翻新

了屋子，购置了房子，小日子过得不错。

在张掖当地，有许多像缪自虎一样的农民都以

种植制种玉米为生。据张掖地方志记载，张掖市玉

米种子生产始于1964年。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张掖

地区农科所（现张掖市农科院）培育出了“张双 695”

和“张单 488”两个玉米新品种，后又从陕西引进“户

单 1号”新品种，生产面积逐步由起初的几十亩很快

发展到几千亩，张掖“玉米制种产业”发展拉开了

序幕。

“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且气候干燥、病虫害少，有祁连山冰雪融化的黑

河水灌溉，具备农作物种子繁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发展前景好。”临泽县瑞源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国斌如数家珍般地说起当地的种植优势。

早在 1989年，张掖就被确定为全国玉米种子生

产基地。2013年，张掖市及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

被认定为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成功注册

“张掖玉米种子”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国内唯一

的农作物种子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0年，张掖玉

米种子生产面积达到95.63万亩，产种4.2亿公斤，玉

米制种面积和产量分别约占全国的 42%和 40%。“这

意味着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中就有一粒产自张掖。”

吕国斌说。

为了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2013 年，

张掖国家级玉米种子生产基地种子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在临泽县应运而生。当经济日报记者走进检验中

心时，工作人员正给玉米种子进行纯度检测。该中

心业务室主任李自峰告诉记者，检验中心批准确定

的检验项目有农作物种子扦样、净度分析、水分、发

芽率等 9项。“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在县级建设的具

备分子检测能力的检验机构。”李自峰说，检验中心

如今面向全省和部分省（区）种子生产基地提供种子

检验服务，样品来源涉及青海、云南、河北、新疆

等地。

凭借自然条件和技术优势，当地制种企业不断

发展，外地企业也慕名而来。仅在临泽，便吸引了

三北种业、中种国际等国内外知名的 16 家企业落

户投资，其中上市公司 4 家。记者走访了一家引进

企业——甘肃丰大种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总部在安

徽，于 2018 年落户临泽，刚来时制种玉米面积只有

六七千亩，如今已扩大到两三万亩，覆盖四五个行

政村，带动农户 3000 户。该公司加工部经理陈振

宇告诉记者，2020 年公司亩产值达到 2650 元，农户

通过种植制种玉米收入比种植粮食高出 400 元至

600 元。玉米制种，已由一项技术措施发展成为张

掖现代农业产业中连接龙头企业群体最大、带动农

户最多、产值效益最好、利益连接机制最密切的主

导产业。2020 年，张掖市农作物种业带动农户增

收 46.5 亿 元 ，其 中 玉 米 制 种 带 动 农 户 增 收 24.8

亿元。

不过，作为目前全国最大、最具优势的玉米种

子繁育基地，张掖也面临着发展瓶颈。“许多公司

都是在总部进行研发，只利用张掖的自然条件在这

里繁育。而张掖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则相对薄弱，只

能进行基础性科研，如筛选、配比等。”张掖市德光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经理赵文勤告

诉记者，生物育种、分子育种这样的项目，凭借目

前的资金与技术做不了，也很难聘请到科研人员。

张掖市农科院副院长吴子孝也表示担忧，“目前我

们的科研人才也出现了断层现象，许多高端人才不

愿意来张掖，高端设备也无能力采购，这样的局面

亟需改变”。

“电极片被小型机械手抓取、堆叠，1 秒

钟就能生产 4 片高品质电池极片。”近日，在

力神（青岛）新能源有限公司，企业总经理邱

慧敏自豪地说，记者目光所及皆是崭新的智

能装备。

当前，青岛西海岸新区以“智变融合”为

引领，深入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

速融合，探索出一条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创新之路。

重塑企业竞争力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信局局长谢龙目告诉

记者，高新技术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

础，新区建立完善了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体

系，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丰硕成果。

记者走访了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

公司青岛 IT 服务部部长师景龙介绍，“制作

轮胎胎胚过程中包括 116 项复杂操作，眼前

这台 PS2A 型智能成型机可在 40秒内完成工

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轮胎生产过程中，

能够实时抓取分析上百项数据，实现智能压

合，相当于过去3台成型机的产能”。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抓住科技这个

“牛鼻子”，不断引导企业推进生产过程、管控

体系和关键工序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

造。赛轮青岛工厂的蜕变就是新区坚持科技

创新的体现。

2020 年 6 月，赛轮集团“橡链云”平台

正式发布，成为全球首个投入使用的橡胶

工业互联网平台。赛轮集团副总裁朱小兵

感慨道，是多年的科技研发增强了企业核

心竞争力。

智造水平再升级

去年年底，青岛海尔洗涤电器工厂率先

完成了青岛市首条“5G+工业互联网”示范生

产线，实现了智能、质量和效率的融合。“这条

示范生产线离不开海尔智研院强大的技术支

持。”海尔洗涤电器工厂张彬彬表示，海尔智

研院与龙头企业建设 5G 行业专网，并通过

MEC管理平台、切片管理平台让工厂实现了

网络可视可管。

走进5G网络全覆盖的生产车间，记者看

到，在工厂出入大厅，“5G+智慧超脑”利用全

局摄像机深度覆盖，可实时监测分析人员类

别、衣着等数据，对异常数据报警；在 GEA总

装产线，5G协作机器人可以精准地铆好洗衣

机背面的螺丝，有效节省人力成本80%。

据了解，青岛海尔洗涤电器有限公司、青

岛海尔中央空调有限公司、青岛海尔智慧电

器设备有限公司目前均达到了智能制造能力

成熟度标准 4级的水平要求。全国范围内仅

有7家智能制造能力4级工厂，青岛西海岸新

区独占3席，可以说海尔智研院功不可没。

海尔智研院成立于 2016年，是海尔智能

制造体系的技术平台。近年来，在平台驱动

作用下，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等新技术让企业“智造”水平不断升级。

“以平台驱动向各产业链各端点发力，有

助于提升智能制造水平。除了海尔智研院，

我们还利用西门子创新中心等多平台推动企

业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升级，不

断为先进制造业赋能。”谢龙目说，到 2020年

底，新区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市级

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总量达到547家。

政策先行助突破

“有技术、有理念、有产业，却没有资金。”

在智能制造大潮中，不少企业想主动拥抱新

制造，却遇上了“拦路虎”。为解决相关问题，

青岛西海岸新区先后出台《关于促进先进制

造、科技创新、大数据和信息产业发展若干政

策》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强奖励扶持引导，

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给予最高 100万元

奖励，对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给予最高 500 万

元奖励，对购买智能装备或成套设备的企业

最高扶持200万元。

良好的营商环境，科学的政策支持，催生

越来越多“智造”企业。“政策资金支持是企业

的底气所在，要不也不敢贸然开展智能化改

造。”刁习武是圣戈班中硝安全玻璃（青岛）有

限公司的生产经理，得益于当地政府 200 万

元的提升智能装备水平补贴，他负责的全自

动4.0汽车天窗生产线改造后，实现了天窗玻

璃生产100%自动化，跻身国际先进水平。

2020 年，为推动智能制造集聚发展，青

岛西海岸新区又印发了《先进制造业赋能攻

坚战实施方案》，成立先进制造业赋能攻坚战

指挥部，下设 8个产业赋能工作专班，围绕汽

车、家电电子、智能制造、高端化工、纺织机械

等产业发展需要，为企业解难题、强筋骨。上

汽、通用、五菱等一大批先进制造业快速转型

升级，实现了突破发展。

青岛西海岸新区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智变”引“质变”“智能”汇“质能”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兰美娜

许昌市大周

产业集聚区天宏

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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