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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是钢铁行业最绿色环保的短流

程炼钢布局，主要以废钢为原料。”走进位于

河北石家庄市井陉矿区的河钢集团石钢公司

新厂区生产线，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杨进航

向记者介绍这个新厂区的优势，“生产原料不

仅变废为宝，而且省去了烧结、焦化、高炉等

高排放生产环节，等量级生产规模可实现污

染物减排 70%以上”。

2020 年 10 月，总投资 102 亿元、年产特

钢 200 万吨、产值 180 亿元的河钢石钢环保搬

迁项目在河北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投产，被称

为“城市钢厂成功搬迁的典范”和“带动资源

枯竭地区产业转型的典范”。

这个“典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还要

从企地双方曾遇到的困境说起。

生存压力促转型

对于井陉矿区而言，不得不转，是这座

“百年煤都”一度面临的严峻形势。创办于

1898 年的井陉煤矿，是我国最早兴建的近代

煤矿之一，曾经的井陉矿区乌金遍地、井架

林立，有“北方最良之煤田”美誉。上世纪

70 年代后，井陉矿区煤炭资源开始枯竭，同

时 采 煤 导 致 的 沉 陷 区 面 积 达 34.78 平 方 公

里，占全区总面积的近一半。2011 年，井陉

矿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名

单，2018 年又被列入国家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试点。

对河钢集团石钢公司来说，不得不搬，是

这家有着 60 多年历史的老钢铁企业遇到的

发展瓶颈。企业厂区原来位于石家庄主城区

二环内，不仅背负着巨大的环保压力，还面临

着物流成本增加、生产工艺升级等现实问

题。搬迁出城，是大势所趋，也是发展需要。

一方需要新产业，一方需要新空间，双方

互相取长补短，在井陉矿区布局起一个以“千

亿元级”资产为目标的特钢产业集群。

“在原有洗煤、焦化支柱产业全部关停的

严峻形势下，我们依托河钢石钢环保搬迁项

目，将特钢、文旅两大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井

陉矿区区委书记段利勇如此描述当地产业转

型的过程：从刮骨疗伤的阵痛中绝地求生，在

新旧动能转换中破茧成蝶，“百年煤都”掀起

了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从 2018 年 12 月开始动工，到 2020 年 10

月投产，井陉矿区的特钢产业在河钢集团石

钢公司的带动下已具雏形。目前，河钢石钢

与世界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中的 31 家用钢

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高端品种钢比例已达到

产品总量的 87%，多款产品成为我国特钢棒

材细分市场的“单打冠军”。

生产工艺更环保

在设计之初，河钢石钢就将“绿色”作为

新厂区底色。

“新厂区绿化面积有 46.5 万平方米，全面

参照 4A 级旅游景区进行设计和建设。”杨进

航告诉记者，除了炼钢工艺变成绿色环保的

短流程外，企业的动力能源也是以电和天然

气为主，并配套余热利用和光伏发电，厂区无

组织排放监测监控设施有 100 余套，从原材

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全流程实现对无组织排放

的动态高效管控。

记者了解到，河钢石钢新区针对电炉冶

炼烟气中二噁英污染物采用了“‘燃烧+急

冷’+活性炭吸附+高效袋式除尘”多重组合

治理方式，将来各系统正常运行后二噁英排

放浓度可较河北省超低排放标准限值降低

80%，同时对固态废物 100%综合利用。

“我们公司没有污水外排口，真正实现了

污水零外排。”在河钢石钢新厂区水处理中

心，工段段长刘丽荣告诉记者，公司以井陉矿

区城市中水为水源，并借鉴煤化工行业经验，

在国内钢铁行业第一家采用对浓盐水进行分

质盐结晶工艺科学处理，彻底实现了生产、生

活废水综合循环利用和“零排放”。

河钢石钢的搬迁改造河钢石钢的搬迁改造，，带给井陉矿区的带给井陉矿区的

不仅仅是一家绿色的钢铁企业不仅仅是一家绿色的钢铁企业。。以河钢石钢以河钢石钢

项目为龙头项目为龙头，，井陉矿区通过建链井陉矿区通过建链、、强链强链、、延链延链、、

补链并举补链并举，，布局引进了总投资布局引进了总投资 4747 亿元的亿元的 1212 个个

上下游产业链项目上下游产业链项目，，相继开工建设了总占地相继开工建设了总占地

12001200 亩的亩的 33 个产业园区个产业园区。。

生态环境靓起来

产业脱胎换骨，“工矿老区”颜值也逐渐

变靓。针对老工矿区“矿”“城”不分、基础滞

后、欠账较多的问题，井陉矿区推进大气、水、

土壤污染治理和矿山复绿，在河北全省率先

实现农村气代煤、电代煤全覆盖，具有百年发

展史的涉煤产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今年 61 岁的胡彦萍是一名井陉矿区退

休工人，每天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到家附近的

杏花沟生态公园散步遛弯儿。

“我家离公园也就 300 米，到了晚上，在

这儿散步、健身和乘凉的人特别多，可热闹

哩。”胡彦萍说，这片区域曾是采煤塌陷区，后

来就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废之地，以前附近有

石油加工厂、养鸡场、养猪场，臭气熏天，很多

人都捏着鼻子躲着走。经过治理修复，这里

变成了占地 1500 亩的城市生态公园。2014

年 7 月份开园至今，杏花沟生态公园已经成

为井陉矿区群众休憩娱乐的首选去处。

近年来，井陉矿区以路为纲、以水为脉、

以绿为韵、以人为本，实施了一系列交通工

程、城建工程和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新、改、

扩建道路 67 公里、基础管网 80 公里。目前，

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58.2%，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 29.3 平方米。特别是将采煤沉陷区综合

利用，建成总占地 2300 亩的两座生态湿地公

园，实现了生态修复、城市增值、环境改善的

多赢格局。

石家庄市井陉矿区——

“百年煤都”变身科技钢城
本报记者 陈发明

“一座段家楼，百年井陉矿”，在井陉矿

区城区南部的凤山镇马西沟，坐落着一处

具有浓郁西洋风韵的园林式群体建筑。因

段祺瑞筹资兴建，故得名“段家楼”。2013

年，段家楼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过去 100 多年，与正丰矿相邻的段家楼

见证了井陉矿区作为煤都的发展。随着井陉

矿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破题，这座百年

老楼和周边的工业遗存也被唤醒。

2018 年以来，井陉矿区对段家楼景区及

周边进行改造提升，利用区内矿井、矿区棚户

区、老火车站等遗迹开发出系列工业旅游产

品，废弃职工食堂被改造成工人书吧；废弃铁

路被打造成铁路文化主题公园；废弃煤矸石

场地变身汽车文化主题公园⋯⋯独有的文化

印记，让这些景点成为网红打卡地。

记者了解到，文旅产业与特钢产业一起

被井陉矿区确定为转型发展的主导产业，以

百年工业遗存正丰矿和段家楼工业建筑群为

龙头景点，该区投资 9.2 亿元，构建了以段家

楼、清凉山、甘林苹果谷、西环旅游路和贾庄

古镇为代表的“一楼、一山、一谷、一路、一镇”

旅游发展格局，打造“太行山旅游精品版”，文

旅产业渐入佳境。

“我们以段家楼百年建筑群和近代工矿

发展历程为基底，打造工业旅游、红色旅游、

研学旅游三大系列旅游产品。”段家楼景区营

销部经理高荣芳介绍，2020 年 7 月对外开放

后，景区已接待散客 10 万多人次。

一座段家楼 见证百年史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永川区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521.3 亿元，其中永川高新区占 85%以上，

增长 14.6%，增速位列全市第一。

近年来，永川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坚持

用现代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突出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加快提升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走

上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之路。

永川高新区是长城汽车走出京津冀战略布局的

第一站。长城汽车重庆分公司建设的冲压及焊装智

能化工厂，通过系统收集工厂底层设备数据，并通过

多种形式进行信息可视化，打造适合长城汽车的 5A

级智能化工厂，实现运营成本降低 20%，生产效率提

高 20%，不良品率降低 20%，能源利用率提高 10%以

上。全区规模以上企业“机器换人、工艺换智、管理

换脑”实施率达 60%，累计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 161

个，建成智能工厂 3个、数字化车间 11个。

走进重庆西源凸轮轴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晓兵

向记者介绍，公司多年来坚持创新驱动，形成了独

有的凸轮轴加工工艺路线，在新产品研发上始终处

在行业前列，形成了汽油机、柴油机、摩托车汽油机

三大系列，1200 多个凸轮轴产品品种，成为国内规

模最大、生产技术最先进、品种最全的汽车凸轮轴

专业生产企业之一，约占国内市场 70%份额。

记者了解到，到今年底，永川高新区国家级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有 望 达 到 133 家 ，科 技 型 企 业 达 到

417 家。该区携手百度智行、重庆车检院联手打造

国内首个支持 L4 级自动驾驶的“百度西部自动驾

驶开放测试基地”，通过 360 度全息感知、虚拟仿

真、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核心技术，整合百度和重

庆车检院核心优势，构建具备“虚拟仿真+封闭试

验+开放测试”全链条试验检测服务能力，正形成融

合创新的车联网产业生态体系。

永川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永川大数据产业

发展的意见》，推出加大产业投入、搭建产业生态、

构建人才基地等发展举措，出台了鼓励企业做大做

强、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等系列支持政策。引进爱奇

艺文创产业园、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等 122 个

项目，大数据产业园累计入驻 399 家企业，从业人

员达 1.5 万人，成为重庆单体规模最大的大数据产

业基地。建成服务外包和数据处理坐席 1 万个，成

为西南最大数据处理交付基地。

在大数据产业人才培养体系上，永川大数据产

业园已牵头与 30 余所市内高校、10 所区内院校、70

余家知名企业，初步达成政校企合作协议，联合成

立重庆大数据产业人才培育联盟，围绕大数据、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开展学术研究、教育培

训、创新创业等工作，促进高等院校和大数据智能

化等行业企业资源有效整合，形成产教融合体系。

通过职业教育打造技术性人才供给区，是该区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一大特色。为此，该区加快建

设现代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汽车及零部件、智能

装备、电子信息、能源及新材料、大数据等主导产

业。根据产业发展需求，该区西部职教基地 17 所

院校开设有 44 个专业、90 个订单班和中国特色学

徒制班，学生人数达到 3600 余人，校企共建实训基

地数量已突破 1300 个。近 3 年永川区支持职业院

校增设智能装备、大数据等 45 个专业，对接重庆市

重点产业的学生占比达 85%以上，每年为社会输送

3 万多名技能型人才。

目前，该区已陆续引进长城汽车、东鹏陶瓷、雅迪

电动车等百亿元级龙头企业，逐步形成了以长城汽车

为依托的 1000 亿元级汽车产业生态城、以高端数控

机床为引领的 200亿元级中德智能产业园等“一城七

园”主导产业集群，智能装备、电子信息、能源及新材

料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永川传统工业产值占比由

66%下降到3%，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提高到30%。

重庆永川高新区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 161 个——

传统制造业装上现代技术大脑
本报记者 冉瑞成

8 月 27 日，湖北潜江市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里一派火热景

象：湖北莱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年加工 20 万吨小龙虾、示范园 10

万吨冷库等首批 6 个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 26.28 亿元。这批项目

的开工，是该市虾—稻产业转型

升级、通过集约化发展冲刺千亿

元级产业迈出的重要一步。

今 年 ，湖 北 省 提 出 到 2025

年，全省小龙虾养殖面积稳定在

850 万亩左右，产量力争达到 120

万吨。小龙虾全产业链综合产值

突破 2000 亿元。

多年来，潜江先后培育了多

家小龙虾加工龙头企业。目前，

潜江拥有全国最大的龙虾加工企

业 集 群 ，共 有 龙 虾 加 工 企 业 17

家，虾稻加工企业 40 家，产品出

口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小龙虾加

工出口量连续 16 年居全国第一

位，去年该市虾—稻产业链综合

产值达 520 亿元。8 月 23 日，潜

江市出台《关于培育壮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的实施方案》，提出

到 2025 年全市虾—稻产业链综

合产值达到 1000 亿元。

在现有发展模式下，潜江虾

—稻产业已经触及“天花板”，存

在企业布局较分散、品牌效应不

明显、生态环保压力大等问题，亟需加快转

型升级，提升产业层次，实现从量的扩张向

质的提升转变。

潜江市委书记向斌介绍，前期经过征

求全市相关企业的意见，潜江决定按照“人

口集中、产业集聚、功能集成、要素集约”的

发展思路，握指成拳、集中发力，在总口管

理区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加速释放

集聚效应、示范效应、品牌效应，打造全国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标杆。

据介绍，潜江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距中心城区约 10 公里，占地总面积约 3000

亩，重点建设 50 万吨潜江龙虾精深加工聚

集区、20 万吨冷链物流暨虾—稻产品集散

交易中心、龙虾辅料加工及虾稻精深加工

聚集区，配套建设示范园企业综

合服务中心、示范园职工服务中

心和污水处理厂，并规划预留发

展区域。目前，园区已启动电力、

自来水、天然气、蒸汽供应及污水

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预计 2022

年 4 月底建成投产，年新增销售

收入 30 亿元以上。今后，全市新

增小龙虾加工企业、项目、产能一

律向园区集中。

“我们公司入园后，将共享园

区污水处理、冷链仓库、员工公

寓、商务大楼等，节约一大笔重资

产投资经费，企业能够集中精力

抓好生产。”柳伍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柳忠虎告诉记者，入园

后，企业将在精深加工的基础上，

重点规划建设产品定制包装、调

味品、辅料加工等业态。“现在企

业最急需的就是人才，进入园区

以 后 ，能 够 吸 引 更 多 人 才 集

聚。”柳忠虎表示。

该市还支持现有虾—稻龙头

企业技改扩规、转型升级，开发多

种口味休闲食品、即食食品及专

供婴儿、孕妇、老年群体、糖尿病

人食用的功能性大米等多元产

品。“我们的‘虾乡稻’系列品牌大

米，已进入广州、上海等地超市，

每公斤零售价最高 27.6 元，每公

斤均价 15.6 元，比普通稻米价高出数倍。”

虾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军告诉记

者，该公司目前正与武汉轻工大学合作，用

稻谷加工副产品米糠开发功能性油脂。

同时，潜江不断延伸着虾—稻产业链

条，打出了推广餐饮品牌、打造虾—稻旅游

品牌等系列组合拳。“让游客脚步慢下来，

把更多食客留下来。”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程伦嵩介绍，潜江正在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项目，开发建设虾—稻产业特色村镇、

主题乐园、特色餐饮、酒店民宿及特色文创

等旅游产品，打造龙虾旅游胜地，吸引更多

人游荆州方特、吃潜江龙虾、住高石碑民

宿、观章华台遗址、登兴隆大坝、逛返湾湖

梦里水乡。

潜江小龙虾游出新优势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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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工人在安徽望江县一家企业生产线上作业。近

年来，望江县重点围绕纺织服装、绿色食品加工、新能源汽

车及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有针对性开展挑商选资、招才引

智。今年 1 至 7 月，该县累计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21 个，协议

总投资额 85 亿元。 江 胜摄（中经视觉）

前不久，宁夏国家级葡萄及葡

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正式

挂牌成立，提出用 5 年时间打造千

亿元级葡萄酒产业的发展目标，并

将 贺 兰 山 东 麓 打 造 成“ 葡 萄 酒 之

都”。这是全国首个特色产业开放

发展综合试验区。

近年来，宁夏葡萄酒产业实现

快速发展，除了贺兰山东麓优越的

自然条件，产业定位准是关键。当

地根据自身资源优势、所处的经济

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特点，合理进行

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确定了着力

发展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及基

础产业。

找准产业定位，有利于找准发

展方向。每个产业的培育发展都有

一个过程。如果定位准确，就容易

找对发展方向。方向对了，成功的

概率就很大。如果方向反了，违背

了产业发展规律，必然走不远。同

时，定位精准与否还关乎产业发展

速度。在具体实践中，如果没有提

前做好定位规划，就会导致产业后

期管理混乱、发展缓慢等问题。

找准产业定位，有利于找准市

场。产业方向找准了，产品还要卖

得出去。从需求端看，不同的消费

群体有着不同的消费诉求，一个产

品不可能通吃市场，而且企业所从

事的生产活动往往都是产业链中的

某个环节，只有少数企业能参与产

业链的全程。因此，多数企业还是

应当根据传统的“高、中、低”市场分级进行产品定位，并进

一步细分，这样有利于找准市场。定位准了，产品才能卖

得好。

找准产业定位，有利于做大做强主业。主业是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做大做强主业是众多企业的初心。然而，守住

初心却不易。面对风口，有的企业会经受不住“挣快钱”的

诱惑，不顾资源禀赋和自身实际投资热门产业，往往“捡了

芝麻，丢了西瓜”。如果产业定位准确清晰，就有利于企业

专心发展主业，将主业逐步做大做强。从供给侧看，准确定

位也有利于避免产能过剩。

产业是发展的基石。特色产业在精准脱贫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乡村振兴中同样大有可为。这就需要各地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准产业定位，聚焦主导产业，并

做好产业升级，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找准定位才能走对路子

拓兆兵

河钢集团石钢公司职工河钢集团石钢公司职工在测量在测量

产品尺寸精度产品尺寸精度。。 郭旭梅郭旭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