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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北

内蒙古是我国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省区，林西是内蒙古
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重点承接食品加工、冶金化工及其
他民营工业。集中力量发展能源化工、铜产业深加工、机械装
备制造、食品加工、风电等 5大产业集群支柱产业。

林西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志刚告诉记者，林西除各产业园
外，还大力发展小企业创业基地，作为吸引增加就业能力强的
中小企业前来，为林西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小企业创业基地提供优质服务

为加快推进林西县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步伐，培育出土
地利用率高、公共设施齐全、配套服务功能完善、示范带动作
用强的小企业创业基地，为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更好的
环境和条件，林西县政府正式批准建设小企业创业基地。

小企业创业基地位于林西工业园区轻工制造区（北区）
内，规划面积 1.4平方公里，重点吸纳和引进国内外具有一定
科技含量、成长性较好或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重点发展纺
织、服装加工、医药生产、五金机电、机械制造等加工制造业。

结合工业园区建设，现已完成了创业基地的控制性详细
规划；规划环评和水资源论证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年底前完
成。创业基地的产业发展规划已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编制。

创业基地有专门的经营管理服务机构，县委、县政府制定
和出台了促进基地建设和支持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小企
业创业基地建设与发展的组织保障力和政策保障力强。
“政府不断加大创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基地内

的水、电、路、讯、暖等等设施条件完善，配套服务功能齐全。硬
件建设提高了基地承接产业转移和招商引资的竞争力，也为
企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发展环境。”程俊孝说。

林西县专门成立了由分管副县长挂帅、相关部门负责人
为成员的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小企业创
业基地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下设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办公室
（设在工业园区办），具体负责全程协助办理前期手续、全程跟
踪服务，尽量缩短项目工期，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达
产、早受益。

筑巢才能引凤，但引来凤凰，还得让她安心在当地发展，
所以在创业基地实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约束制度，为
基地企业提供“一条龙”服务和“一站式”办公服务。

对项目前期及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县政府召开相
关部门参加的县长办公会议，实行“一事一议”，形成了重大事
项县长亲自抓、一般事项分管副县长抓、日常工作由工业园区
办牵头抓，事事有人管、时时有人抓的重点项目建设协调长效
机制。

为使入驻创业基地的企业稳定发展，园区办协调工商、土
地、规划、建设等机构为企业提供政务代理、创业策划等前期
服务；引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物业管理公司、就业培
训机构、物流公司等社会中介机构入驻创业基地，为企业提供
人才培训、法律咨询、技术支持、物流运输、物管后勤等服务。

以林西县工业园区为平台

中小园区是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一部分，2011年林西县
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取得了一定成果，多家企业来林西
投资。

据林西有关部门介绍，林西将依托本县资源优势、地缘优
势、产业基础，寻找承接产业转移突破口，多吸收新能源新科
技项目，填补林西县部分工业领域发展空白，增加就业人口。
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发展机械装备制造业，重点抓好
农牧机械、矿山机械、风机制造和配套零部件生产项目。以林
西县工业园区为平台，振兴纺织、服装、制革及节能技术推广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新的发展优势。

上海包头客商投资的林西泓盛啤酒有限责任公司啤酒生
产线扩建项目、由日本国深喜毛织株式会社与东德公司合资
建设的赤峰东深羊绒制品有限公司羊绒披肩项目、由河北客
商投资建设的林西冷山糖业有限责任公司砂糖生产线项目，
在增加就业上效果显著。

截至目前，小企业创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近 1亿元，实现通路、电、上水、下水、讯、暖和土地平整。根据
项目入驻和储备情况，现已完成征转建设用地 330亩、完成土
地储备 430亩。小企业创业基地内现有企业 20个，其中纺织
服装类 7个、医药生产企业 2个、五金机电与机械制造类企业
5个、其他类企业 6个。

2011年新建项目 7个，分别是东深公司年产 50万件羊
绒披肩项目、城梓药业年产 2亿粒胶囊和 10亿粒片剂项目、
城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年生产 3000吨原料药项目、统壹工贸
公司年生产 100吨无毛绒 5万件羊绒衫项目、胜伟公司年生
产 80万件服装项目、清树制造公司年生产 2000台（套）农牧
业机械和 500台（套）矿山设备项目、金工铝塑公司年生产
3000吨锌铝铜压铸件项目，计划总投资 3.2亿元，现已全部开
工建设，到 9月末完成投资 2亿多元。

林西县 2012年计划开工建设 6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4亿
元，重点项目有年产 300吨羊绒纱项目、年产 3万台太阳能热
水器项目、年产 20万亩膜下滴灌管材管带项目、年产 5000万
条编织袋项目等。

招商引资载体和产业集聚区作用逐步显现。小企业创业
基地现有企业已达 20家，大多为轻工制造业企业，2011年年
底基地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3亿元左右，实现工业增加值 1亿
元，现有产业工人 600多人，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基地企业
可达 60家以上，小企业创业基地将发展成为赤峰地区主导产
业突出、经济规模较大、就业人口较多的创业示范基地。

林西县还将进一步加快产业承接区、食品加工区、冶金化
工区及民营工业园区建设，拓展工业发展空间。逐步提升园区
吸引产业、集聚项目能力。鼓励引导企业有序迁入园区，实现
集群式发展，放大园区聚集效应。

林西县工业经济提速
林西县位于内蒙古草原东部，南

近河北，东临辽宁，林西县发展经济
存在诸多优势，并且在经济上一直在
力争上游。林西资源丰富，有较好的
工业基础。作为工业县市，林西在工
业方面下足力气，取得较大成绩。

2011 年，林西完成工业增加值
16.12亿元，增长 28.1%。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56.33 亿元，同
比增长 87.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
加值增速 31.6%，位列全市第一位。产
销率 97.65%，同比提高 0.4 个百分
点。

林西的一份年底计划书显示，
2012年，该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将实
现工业总产值 72 亿元。增加值增速
30%。2012年全县计划实施固定资产
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重点项目
36个，当年计划完成投资 30.6亿元。
到 2015年，全县工业增加值达到 55
亿元，年均增长 32.4%左右。
“根据区位优势，林西重点发展

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建材和农产品
加工工业。保证本地区经济又快又好
发展，让林西人民得到经济发展的实
惠。”林西县委书记程俊孝告诉记者。

打造完整有色金属产业链

2011 年林西有采掘企业 11 家、
冶炼企业 2家，冶金产业累计完成销
售收入 272474.3万元。冶金产业项目
有 5个，均已开工建设，进展顺利，计
划总投资 121400万元，累计完成投
资 71200万元。

林西县处于大兴安岭南段主峰
地带，位于太平洋成矿带外带以及大
兴安岭和阴山两个成矿单元，广泛分
布着铜、铅锌、银、锡、铁等多金属矿
床。目前林西境内设置有色金属采矿
权 6个。
据记者了解，有色金属产业是林

西县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
采选的初级阶段，虽然也曾建设铜、
锡、铅锌冶炼项目，但由于受资金、技
术及市场环境影响，先后下马，不能
为本地经济发展带来效益。

该县计划“十二五”期间努力打
造比较完整的有色金属产业链，建设
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有色金属产业示
范基地。

冶炼又是有色金属产业链条的
中间环节，林西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受

制冶炼产能不足。近几年，林西为解
决有色金属冶炼这一“瓶颈”问题，出
台优惠政策，引导重点企业进行重组
改造，成功引进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完
成对赤峰大井子矿业有限公司、赤峰
富邦铜业有限公司、林西立仁锡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的重组，通过技改扩
建提升大井子矿业采选能力。

2011年 6月启动了 10万吨粗铜
冶炼生产，同年 8月 1万吨精锡冶炼
项目开工建设，计划 2012年年底建
成投产；成功引进东北特殊钢集团组
建林西金域钼制品公司，在积极开展
钼金属探矿的同时，于 2010 年开工
建设 2万吨/年（一期 1万吨）钼铁合
金项目，一期 1万吨已经完成建设任
务，已于 2011年 7 月投产。以赤峰富
邦铜业有限公司为主的冶金产业实
现产值 28.9亿元，比 2010年增长了
1.71 倍，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
51.3%。

目前，有色金属探矿力度不断加
大，利拓矿业、天成矿业、双龙矿业、
宝俐矿业、海岸矿业等探矿企业已经
进入探转采阶段，前景表现良好，10
万吨电解铜已经完成立项等前期工
作，有色金属产业规划已基本完成。

发展氟化工为主的能源产业

“说起林西，不能不提林西的氟
化工。”曾有人向记者如此说。

林西有丰富的萤石储量，这是发
展氟化工的有利条件。2012 年上半
年，预计萤石储量 2000万吨以上；截
至目前，林西县萤石采选能力达到
3800吨/日规模，已建成投产氟化氢
项目 1个，在建年产 2万吨二氟乙烷
项目 1个、年产 6万吨氟化氢项目 1
个。林西县已经被赤峰市政府确定为
重要氟化工产业发展基地。到 2015
年，林西县计划萤石日处理能力提高
到 6000吨。

氟化工的主要原料为氟化钙，俗
称萤石。林西县萤石资源丰富，有很
长的开采历史，但以前都是作为原材
料输出，大大降低了这一宝贵资源在
本地区的开发利用。2010年 4月，林
西天一矿业年产 3 万吨氟化氢项目
动工建设，拉开了林西县氟化工产业
建设的序幕。
随着国家针对萤石资源保护性

政策的出台以及有色金属冶炼企业
投产运营，产出大量副产品硫酸，林
西认为这是林西县发展氟化工产业

的大好时机，不断出台优惠政策，引
导氟化工产业迅速发展：出资 1000
万元与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合作，
对该县域内萤石资源进行详细勘查，
在工业园区冶金化工区规划“氟化工
产业园”。
目前，林西县已委托山东汇智公

司编制氟化工产业规划，完成了 2个
年产 6万吨氟化氢项目储备工作；积
极与国内知名氟化工企业洽谈，引导
他们来林西整合资源、发展氟化工产
业。

除了氟化工，林西大力推进风力
发电项目建设，谋划实施热电联产和
抽水蓄能发电项目，打造风电、太阳
能发电、抽水蓄能发电和热电联产为
主的能源产业体系。林西县委、县政
府专门成立“风能办”，统筹协调风电
开发工作。

2010年，大唐新能源开始在林西
县建设风电项目，目前已经完成 10
万千瓦装机能力并并网发电。据了
解，大唐新能源风电项目计划总投资
10亿元，去年土建、设备订购已完成，
正在进行吊装工作，已完成 11台风
机的吊装。现在正在积极协调 30万
千瓦风电建设项目。同时，林西县风
电规划工作也取得积极进展，大水菠
萝风场、五十家子风场规划工作基本
完成，设计装机 200万千瓦以上。

林西县比邻西乌旗，是赤锡煤水
合作最佳地区，林西县正在积极争取
东台子水库建设项目，并已经列入内
蒙古自治区重点建设水利项目范围，
项目建成后，将为林西县发展煤化工
提供优势条件。
“十二五”期间，建成装机规模

100万千瓦的风电基地，太阳能发电
规模达到 10万千瓦，热电联产装机
规模达到 2伊2.5兆瓦。
做大传统优势建材产业

建材业是林西的传统优势产业
之一，近期，林西县准备以水泥、石材
为重点，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
造。加大对落后产能的淘汰，上马新
的项目，借建材催生经济的发展。

该县计划 2012年末，成品水泥
生产能力将达到 200万吨。此前，已
经淘汰兴安水泥 7万吨生产线，在亿
万德 30 万吨/年水泥生产能力基础
上，2009 年完成了 100 万吨改造升
级，2010 年又开工建设日处理熟料
2500吨水泥生产线。

作为重大项目，聚恒混凝土工程
公司商品混凝土搅拌站项目，环屿工
程公司沥青混凝土、水泥稳定碎石项
目，各计划总投资 3000万元，现已完
成全部投资，正常生产。

石材是林西县特色产业，目前该
县有石材企业 11 家，生产能力 200
万平方米，通过不断地改造升级，石
材产业将会成为林西工业经济体系
中的一个亮点。

萤石采选和氟化工产业的发展，
为以非金属尾矿和氟石膏为原材料
的新型建筑材料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2012 年林西县将开工建设林西星原
建材公司 30万立方米矿山尾矿混凝
土砌块项目、10万立方米发泡混凝土
砌块项目、林西永鑫建材公司 10万
立方米轻质建筑材料项目。新型建筑
材料在林西县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据林西县政府提供的资料，工程
为该县建材提供了广阔的市场。2011
年林西县开工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1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23个，完成
投资 20亿元，其中大唐风电 10万千
瓦风电二期项目、赤峰富邦铜业 10
万吨粗铜冶炼启动项目、东北特钢 2
万吨钼铁合金一期项目、天一矿业 2
万吨二氟乙烷项目、华龙矿业 6万吨
氟化氢项目、大井子矿业 1600吨采
选扩建项目投资都超过亿元。

2012年，林西县计划建设固定资
产投资 1000 万元以上工业重点项目
23 个，计划完成投资 30 亿元。到
2015年，全县水泥生产能力达到 200
万吨；石材生产能力达到年采荒料
100万立方米，加工板材 50 万平方
米。

重振农畜产品加工业

内蒙古是农牧业大省，发展传统
优势产业，对林西经济发展有重要的
意义。不过，虽然牲畜屠宰、绒毛加
工、制糖制酒、杂粮杂豆是林西县传
统产业，曾因市场、资金、体制等诸多
原因一度陷入困境。

经过重组改造、内引外联等一系
列举措，林西县的农畜产品加工产业
发展提速。

2009年，冷山制糖经过体制改革
和迁址扩建，扩大了生产规模，形成
日处理甜菜 3000 吨生产能力，2011
年又新增一条砂糖生产线，成功进入
国家储备糖生产企业行列，目前已经
实现全年生产，今年将开工建设年产
1万吨糖蜜抽提物项目，实现副产品
深加工。

2011年，泓盛啤酒成功启动原林
西啤酒厂，实现年产啤酒 3万吨的产
能，2014 年将建设 8万吨/年淡色啤
酒生产线，产能突破 10万吨。

2010 年东德羊绒制品公司与日
商合作组建了新的羊绒加工企业，在
传统的梳绒、羊绒衫编织基础上增加
了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更高的羊绒
披肩等产品，提高了档次和水平；
2011年统壹公司通过迁址扩建，扩大
了生产规模，提高了产品档次，2012
年将建设 300 吨羊绒纺纱项目，届
时，林西县羊绒产业将形成梳、染、
纺、织完整的产业链条。

而山东神舟集团进入林西县，改
变了这个县的农牧经营生态。该公司
实行公司垣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
式，林西希望能够借此带动肉羊养殖
规模的不断扩大，肉羊屠宰由传统的
简单分割开始向精细分割和熟制品
发展；老三区杂粮绿色品牌声誉不断
提高，胜利油脂及荞麦米加工项目不
断扩大，有助于提升林西绿色农产品
的规模和档次。

林西希望能把自己建设成为内
蒙古东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加
工基地。到“十二五”末期，林西准备
建设 10万亩内蒙古野果生产基地和
30 万亩大扁杏生产基地，开辟农民
增收新的主渠道，使农民在林果方面
的人均收入增加到 3000 元。全县肉
牛屠宰加工能力达到 10 万头，肉羊
屠宰加工能力达到 100万只，生猪屠
宰加工能力达到 5万口；甜菜日处理
能力达到 3000吨；年产液态奶 9万
吨。

林西县打造承接园
接待产业转移
本报记者 王晓北

富邦铜业厂区一角

冷山糖业公司外景一角

东深羊绒生产车间

大井矿业

富邦铜业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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