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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农业立县的河南省内黄县 2009年以来大规模招商布局陶瓷产业，蓄势带动县域经济
发展。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实现陶瓷产业的集聚集群发展，建成了中部五省目前最大的建陶生产基
地，人们用“蓬勃发展、快速崛起、星火燎原”来形容，并把内黄发展陶瓷产业的惊人速度和集聚效
应统称为“内黄现象”。“内黄现象”不胫而走，先后吸引了省内外几十个县（市、区）前来考察、取
经。

内黄，一个豫北典型的平原农
业县，用不到两年时间，投资 50 亿
元引进 50 条陶瓷生产线，目前已

建成投产 20 条清洁型陶瓷生产线，
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陶瓷生产基
地。“内黄现象”震惊陶瓷行业，受
到高度关注。内黄陶瓷产业集聚区
被河南省政府命名为省级陶瓷产

业园区，先后被授予河南省唯一承
接陶瓷产业转移示范基地、2010 年
度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区、中原
地区最具发展潜力产业集聚区，河
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郭庚茂亲

临园区视察并给予充分肯定。内
黄，用陶瓷书写了一个平原农业县
突围跨越发展的传奇，实现了从
“平原农区”到“中原瓷都”的华丽
嬗变……

———内黄县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陶瓷产业纪实

从“平原农区”
到“中原瓷都”的华丽嬗变

河南是目前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是新兴的经济大省和
工业大省，随着河南“中原崛起”、“中原经济区”战略的实施，
全省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为建筑陶瓷
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新增住
宅建筑面积约 20亿平方米，中原市场在 6亿平方米以上。据
专家预测，今后十年乃至二十年内，国内市场的强大需求，特
别是城镇和农村的大量需求，仍将使中国建陶行业每年保持
10豫左右的速度稳定发展，市场潜力巨大。

鉴于陶瓷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内黄
县提出要围绕陶瓷产业规模扩张、产业链延伸，瞄准国内主要
陶瓷产业基地和大型知名陶瓷企业，加大招商力度，强化项目
攻关，加快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
大项目，依靠知名企业、知名品牌提升“中原瓷都”影响，放大
陶瓷产业集聚效应，做大做强陶瓷产业。用 3年时间，引进陶
瓷生产线 50—70条国内一流的陶瓷生产线，把内黄打造成立
足河南、辐射中西部地区的“中原瓷都”，建成中部地区最大的
陶瓷生产基地。

初秋时节，走进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区，扑入眼帘的是一栋
栋、一排排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厂房，是一辆辆满载货物川流不
息的货车，是一条条宛如长龙的陶瓷生产线……
“中原瓷都”正日夜兼程……

内黄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较低的投资成本、广阔的
中西部市场、优越的发展环境和良好的产业基础，成为国
内知名陶瓷企业布局中原的首选之地。

内黄陶瓷发展具有起点高、规模大、建设快、节能环
保、技术领先等特点。入驻企业总投资均在 3 亿元以上，生
产车间长度达 1 公里，日生产能力 2 万平方米以上，是传
统陶瓷生产线的 3 倍。陶瓷企业采用国内最先进的生产设
备、最先进的生产工艺。企业全部通过 ISO9001:2000 国际
质量认证、绿色环保产品认证和中国强制产品 3C 认证，现
场采用 6C 管理体系，实现了清洁生产、标准化生产。

陶瓷企业的大批涌入使内黄陶瓷产业呈现蓬勃发展
之势。 2009 年投资 8 亿元的日日升、投资 8 亿元的新明
珠、投资 5 亿元的福惠入驻，2010 年投资 4 亿元的新南亚、
投资 4.8 亿元的嘉德、投资 3.2 亿元的欧米兰入驻，2011
年投资 4 亿元的东成入驻…… 目前，新明珠、日日升、福
惠、新南亚二期工程及东成陶瓷正在如火如荼建设，预计
今年年底，将达到 30 条生产线的规模。

内黄陶瓷产业的强势崛起，带动了与陶瓷相关的配套
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当地政府有针对性的引进陶瓷机
械、化工、原料、包装、模具等配套企业，完善了人才培训、
科技开发、信息物流、产品展示、产品检测、融资担保平台
建设，电力、物流快速发展，园区功能进一步完善，基本上
形成了一个产业配套体系和产业链条。目前已入驻伟峰包
装、盈和科技增白球土、日日升磨具、中源绿业、鑫达纸箱、
黑泥加工等 12 家配套企业，陶机配件及化工配套门店 30
多家，产品涵盖窑炉配件、振动筛、皮带、变频器、打包机、
减速机等，基本上陶瓷生产线中所需要的配件都能找到。
同时，内黄县人民政府与安阳市供电公司签署了投入 3 亿
元共同推进内黄电网发展框架协议，为“中原瓷都”快速崛
起提供可靠电力支撑。投资 1.5 亿元建设了占地 200 亩的
安琦物流中心，并与中铁集团郑州分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打造“中原瓷都”物流平台。河南省唯一一家陶瓷砖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落地建设，搭建了公共检测技术服
务平台。占地 500 亩集产品研发、展示交易、仓储物流、质
量检测、管理服务为一体的中原陶瓷城近期全面启动，为
内黄陶瓷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陶瓷产业发展促进了内黄经济的快速发展，仅 2010
年陶瓷产业就实现产值 30.2 亿元，新增工人 1 万人，带动
就业 3 万人，为农民创收 1.87 亿元，拉动经济增长 7.8 个
百分点，陶瓷产业已成为推动内黄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强
大引擎。

内黄地处豫北平原，地上无山、
地下无矿，工业基础薄弱，靠什么打
造“中原瓷都”？

内黄人的回答是：坚持无中生
有，坚持以情招商、以商招商、以服
务环境第一招商，真正做到“五个真
正”，即真正做到内黄的服务环境第
一，真正让客商昂起头当老板，真正
让客商赚到钱，真正让客商成为内
黄的一等公民，真正让客商受到内
黄人的尊重，努力打造以兄弟般的
真情感动客商的招商名片。

2009年 7月，当听说福建一位陶
瓷投资商考察中原市场，准备来河南
投资时，内黄县委、县政府迅速派人
前去拜访。福建陶瓷投资商在河南考
察了 8 个地方，内黄是资源、基础条
件最差的一个，投资商在综合各方情
况后准备放弃内黄。得知这一信息，

内黄县委书记、县长火速赶往投资商
住地。表示内黄虽穷，但保证投资环
境最优、服务最好，并给投资商提出
了“零接触”的承诺。书记、县长的真
诚，打动了这位福建闽清陶瓷行业的
领军人物，当即与内黄签订了8 条陶
瓷生产线的投资协议。

诚信是金，承诺了就要兑现。县
委书记郭建华提出：“穷，不能穷项
目；难，不能难企业；有困难，我们去
克服，有苦我们去吃，再难也不能让
客商去作难；我们一定要让投资商
在内黄体验到‘一等公民’的荣耀，
让他们有到‘家’的感觉”。

2009 年中秋节，举家团圆的日
子，县委书记郭建华、县长王永志来到
企业，与客商们一起吃饭、赏月，让这
些企业家们感受家的温暖。春节前夕，
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带队赶到福

建、辽宁、广东等地，带着内黄的土特
产，给企业每一个股东及家属拜年，送
去新春的祝福，离别时，有的股东甚至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为了打造发展环境第一，12 名
县级领导干部坚守在施工第一线，
深入到群众家中讲政策、讲道理，把
办公室搬到分包工地，把建设现场
当成家，许多人几个月没有星期天、
节假日，一心扑在陶瓷园区建设上。
县直单位的局长、乡镇的党委书记、
乡镇长，更是天天战斗在第一线，与
企业打交道，与设备打交道，与土地
打交道，与群众打交道，雨天一身
泥，伏天一身汗，但没有一个叫苦喊
累，没有一个半途撤退。正是这种拼
搏精神，7 天完成了 400 亩的征地拆
迁任务；60 天后，围墙建好，厂房竣
工，设备进厂。第一批投资商看到内

黄投资环境这么好，建设速度这么
快，各项服务这么到位，十分感动，
便主动与亲戚、朋友、同行联系，介
绍他们到内黄投资。

为了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内黄县
在项目建设工地设立了公安分局，
对企业周边环境定期开展专项整
治。实行县级领导干部分包重点项
目及联审联批联办制度，企业办理
相关手续，相关部门主动服务，全程
代办，做到投资方与群众“零接触”，
部门服务“零距离”，处理问题“零差
错”，工作效率“零投诉”。就是靠着
强烈的发展意识、责任意识，短短几
个月内，福建、广东、山东、辽宁等地
的客商纷纷到内黄投资，内黄陶瓷
产业迅速形成了集聚集群发展。

内黄县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
处，县域面积 1161平方公里，人口 72
万。内黄因地处黄河故道而得名，汉
高祖九年（即公元前 198年）置县，至
今已有 2200年的历史。华夏人文始
祖“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帝喾二帝均
建都、建业、建陵于此，是海内外华夏
儿女寻根祭祖的圣地，也是闻名遐迩
的中国红枣之乡。但这些荣耀和辉
煌，并未给现在的内黄带来太多的富
足。

内黄是一个平原农业县，沙土、
黏土、盐碱地各占三分之一，工业基
础薄弱，除了农业和林业外，其他全
省排名基本 100名以后，县财政收入
不足亿元，干部工资和运转经费全靠
上级支付。长期以来，尽管内黄在农
业结构调整上付出了极大努力，农民
的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却始终
未摆脱“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

县”的困境。
“穷则思变”。面对百舸争流、时

不我待的发展形势，内黄县委、县政
府强烈地感受到了发展的急迫和面
对的巨大压力。深切认识到，要彻底
改变内黄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在无
中生有上做文章，在借助外力上求突
破，在工业发展上谋跨越，这是实现
内黄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根本出路！

内黄区位交通优势明显，东有
“大广”、西有“京珠”、南有“鹤濮”、北
有“安南”，四条高速和六条省道穿越
县境，交通十分便利；内黄境内地势
平坦，可利用、可开发的贫瘠土地较
多，有利于陶瓷产业规模化发展；内
黄周边粘土、石英砂岩等陶瓷生产原
料供应充足。此时适逢全国陶瓷产业
在进行新一轮战略扩张和产业布局，
“南陶北上、东陶西进”已拉开帷幕。
内黄县委、县政府深刻认识到，陶瓷

产业是内黄振兴的生机，机遇非常难
得，机遇稍纵即逝！经过认真分析前
景，慎重研究决策，内黄县委、县政府
最终把目光投向了陶瓷这一具有巨
大发展潜力的行业。

思路决定出路。从 2009 年 3 月
份开始，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带队，
先后到辽宁法库、山东淄博、广东佛
山、福建闽清等地实地考察。辽宁法
库也是一个农业大县，7 年前与内黄
的经济状况相近。自 2002年开始发
展陶瓷产业以来，经济得到了超乎寻
常的快速发展，全县整体实力大幅提
升，陶瓷产业则是拉动法库经济腾飞
的“发动机”和“助推器”。还有广东佛
山、山东淄博、四川夹江等地，也都因
陶瓷实现了经济腾飞。

实践证明，发展陶瓷产业，不仅
可以振兴地方工业，还可以拉动商
贸、物流、餐饮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

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经济，增强区域
经济竞争力。据测算，一条陶瓷生产
线占地 85 亩 ,投资 1 亿元 ,投资强度
为 120万 辕亩 ,年产值 3亿元 ,可直接用
工 500人,带动就业 1500人;每条生产
线每天进出货物 1000吨,按每辆车 50
吨计算 ,需车辆 20 辆 ,年可生产抛光
砖 600 万平方米 , 县本级财政收入
300—500万元。

当时，我国建筑陶瓷生产基地主
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山东、江西、辽
宁等地区，在广阔的中部地区，还没
有形成规模较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
地。巨大的市场消费需求和建筑陶瓷
生产基地的空白，使中部地区成为全
国大型陶瓷企业竞相发展的区域。内
黄县委、政府更加坚定了发展陶瓷产
业的信心和决心，提出要用 3—5 年
的时间，把内黄打造成为立足河南、
辐射中西部地区的“中原瓷都”。

一向以农业立县的内黄县从
2009 年以来大规模招商布局陶瓷产
业，蓄势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仅一年多时间，在内黄县城南 5
公里处的一片贫瘠的盐碱地上，一个
规划面积 9 平方公里的陶瓷产业集
聚区快速崛起。

仅一年多时间，从福建、广东、山
东、辽宁等地先后引进陶瓷生产线 50
条，总投资 50亿元，产品涵盖陶瓷纤
维板、陶瓷餐具、抛光砖、内外墙砖、
仿古砖等多个品种。

仅一年多时间，包括日日升、新
明珠、福惠、新南亚、中福、欧米兰、东
成、嘉德等陶瓷行业巨头相继转战中
原内黄，目前，20条陶瓷生产线建成
投产，日产陶瓷 40 万平方米，年产值
60亿元。

日日升、新明珠、福惠三家企业
从签订合同到完成土地勘界、附属物
清点、补偿兑付、围墙建成，仅用了 20
天时间；从围墙建设到主体厂房基本
竣工仅用了 2个月时间；从合同签订

到投入生产仅用了 3 个月时间，创造
了国内陶瓷项目建设史上的“内黄速
度”。

不仅如此，河南省陶瓷砖质量检
验监测中心、伟峰包装、盈和科技、中
源绿业、安琦物流等一批陶瓷配套企
业也纷纷入驻内黄陶瓷产业集聚区。

内黄陶瓷产业巨大的集聚效应已初
步显现。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郭庚
茂等省市领导多次到内黄陶瓷产业集
聚区视察，在详细了解内黄陶瓷产业
的发展规划、项目建设、发展速度、发
展态势等情况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面对内黄陶瓷产业强劲的发展
态势，人们用“蓬勃发展、快速崛起、
星火燎原”来形容，并把内黄发展陶
瓷产业的惊人速度和集聚效应统称
为“内黄现象”。“内黄现象”不胫而
走，先后吸引了省内外几十个县（市、
区）前来考察、取经。

“中原瓷都”强势崛起

打造中部地区
最大陶瓷生产基地

干净整洁的生产车间

正在建设中的“中原瓷都”

“内黄现象”备受关注

因穷思变 选择陶瓷

环境第一 陶企集聚

河南省省
长郭庚茂
（前排左
三）视察
内黄陶瓷
产业园

河南省委
书记卢展
工（右一）
视察内黄
陶瓷产业
园区

内黄县委书记郭建华为欧米兰陶瓷窑炉点火

董彦伟 崔学锋

内黄县长王永志（右四）视察陶瓷产业园区

本版图片由焦国建摄影

mailto:lwx0210@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