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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本报记者 汪晓东

“退城入园”：

氯碱化工们的搬家故事

从 合 肥 市 最 后 一 家 化 工 企

业———安徽氯碱集团 2013 年 12 月

31日停产搬迁至今已有 5 个月时间，

合肥化工整体搬迁后的效果如何？ 当

初设定的转型升级、环保达标目标能

否实现？ 入园的化工企业是否水土不

服？ 带着这些问题， 5 月 29 日，记者

走进了位于合肥东部的合肥循环经

济示范园。

结束一个时代

按照合肥市政府“退城入园”的

要求， 合肥江淮化肥总厂于 2008 年

10 月 21 日全部停产， 合肥四方集团

的所有生产在 2012 年 1 月 18 日全

部停产， 安徽氯碱集团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全部停产， 均迁入位于肥东

县撮镇的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方立贵说，整合搬迁后的中盐

红四方轻装上阵，在合肥循环经济示

范园内实现了“脱胎换骨”。

按照《中盐合肥化工基地产业发

展规划》， 中盐红四方最终将实现百

万吨级化肥、百万吨级纯碱、三十万

吨级氯碱，以及规模较大的系列农药

以及精细化工系列产品， 化工产品

总产量超过 360 万吨/年。 中盐合肥

化工基地建设分两期进行， 目前正

在循环经济示范园实施的总投资

59.24 亿元的一期项目包括农化、盐

化和精细化工三大系列产品，其中，

一期建设项目中的农用化工系列：

30 万吨合成氨、30 万吨尿素、30 万

吨联碱、100 万吨复合肥均已顺利投

产；盐化工系列：15 万吨烧碱、10 万

吨糊树脂、10 万吨保险粉等项目，已

在 2014 年一季度陆续投产；精细化

工系列、 新型建材生产示范基地项

目、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园区集中

供热等项目也将于 2014 年上半年建

成并陆续投产。

中盐红四方新区建设全面贯彻

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围绕

“生态文明、循环经济、集约高效、永

续发展”的方针，依靠科技创新，提高

管理水平，一方面通过采用国际先进

的工艺技术减少废气、废水、废渣的

排放，另一方面通过最合理的工艺路

线，利用产品链的相互衔接和“废弃

物”的综合利用，做到“吃干榨尽”，形

成了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链，万

元产值综合能耗可比原厂区下降

30%以上。

搬迁前合肥市化工企业总产值

不足 20 亿元， 而在合肥循环经济示

范园内中盐红四方整个项目完成后

将达到 200 亿元产值。 方立贵认为，

合肥化工企业的整体搬迁是结束了

一个旧时代， 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是

把政府、企业、股东的积极性有效融

合，力量叠加的一个成功典范。 老化

工企业只有搬迁， 才能实现生态文

明、循环经济、集约高效、永续发展。

拒绝掉 40亿投资

记者在合肥循环经济园采访时

发现，这里很安静，到处绿树成荫。当

记者跟随中盐红四方技术人员叶少

春来到其厂区时，零距离接触，更能

亲身体验到合肥化工企业搬迁前后

的变化， 其合成氨装置也基本闻不

到气味，看不到烟囱排放的废气，与

传统观念中的老厂区形成了鲜明对

比。

中盐红四方技术人员叶少春向

记者介绍，“声、渣、水、气”四大污染

源在这里全部达标：把好上游工矿企

业水关是合肥市巢湖治理的重要一

环，在水处理方面，中盐红四方采取

先进的水集成技术，装置内冷却用水

全部闭路循环，工业水重复利用率达

95%以上。 生产及生活污水采用国内

先进的 IMC 生化处理工艺，出水指标

远低于国家污水综合排放一级排放

标准。 合成氨的生产污水经处理后氨

氮的排放浓度可以达到 5mg/L 以下，

远低于国家一级排放标准 15mg/L。 经

一级处理后达标的污水一部分作为

公司内部景观树木灌溉用水，另一部

分再进入园区的污水处理厂进行二

次深度处理。

在废气的排放方面，中盐红四方

新区气化炉有效气体成分含量可达

到 75%以上， 同时碳的转化率也由

75%上升至 95%， 残碳由 20%下降至

5%以下，能耗利用大大提升。 合成气

净化程度高，CO 含量 2ppm 以下，惰

性气体含量也很低， 不再有放空气

体。 同时中盐红四方废气回收综合利

用， 回收利用液氮洗尾气制甲酸钠，

回收利用低温甲醇洗含硫废气制硫

酸并副产蒸汽，利用尿素工艺冷凝废

液及废氨水对锅炉烟气脱硫脱硝副

产硫酸铵。 在废渣方面，中盐红四方

利用废渣生产新型建材石膏砌块，每

年可消耗废渣 100万吨。

同时，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的碧

湖蓝天，与管委会的严格管理和各项

环保措施密不可分。 合肥循环经济示

范园党工委书记韩有胜说，“环保工

作做不好， 循环经济园就没有生命

力。 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管委会在园

区环保方面采取的措施就是侧重源

头管理、严格过程控制、加强末端处

理。 ”。

韩有胜介绍说，在合肥循环经济

示范园内采取的是环保设施先行，高

标准、 高起点建设环保基础设施，在

园区建设之初，一家化工企业都没有

的时候，园区就坚持雨污分流，路铺

到哪里， 雨污分流管道就埋到哪里。

并在企业入驻前建好园区内污水处

理厂，集中对园区企业预处理后的污

水进行再处理。 在园区发展过程中

的招商引资，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管

委会建立了预审机制，对项目的可行

性方案进行环保预审，看其企业污染

是否可控可治，不符合要求的，坚决

拒之门外。 据统计，近几年，拒绝的项

目共有 70多个，合计 40多亿元投资。

在对企业环保管理方面，韩有胜

说，概括起来就是“严看死守、严管重

罚”， 罚的同时也建立了企业发展环

保基金，对企业减少排放、一年内没

有环保事件记录，在环保方面有特殊

贡献的均给予奖励。 目前，在合肥循

环经济示范园内水处理实现了化工

企业污水预处理，园区污水处理厂再

处理，人工湿地自然净化后再排放的

三级处理方法。 今年合肥循环经济示

范园的重点是废气处理，园区管委会

出钱从外地聘请废气处理专家制订

了“一企一策”方案，企业只需按方案

进行废气处理即可。

在生态治理方面，2012 年， 合肥

循环经济示范园建成了 2600 亩生态

防护林， 园区自身绿化隔离带 40 万

平方米，合计投资 70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郝玲 吴明

2013年，河南六大高成长性产业增加值超出四大传统支柱

产业，实现增加值增长 18.6%，对该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首次突

破 60%以上。 这无疑是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

但现实是，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看，河南有色、钢铁、化工等

六大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仍然过高，这意味着，河南工业生产

总体来看仍然处于产业链的前端和价值链的低端。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前段时间公布的全国重度污染城

市中，安阳以河南代表的身份列席名单。

事实对数据提出质疑，调整产业结构，河南安阳仍要持续发

力，要想彻底摒弃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发起一场洁净运动似乎不

可缺失。

安阳湖波水泥：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

尽管河南从 2009年陆续关停了一批钢铁、水泥、煤化工等

中小企业，转而扶持改良生产工艺的大型企业，但第二产业资源

性工业比重并未减少。

换言之，河南产业结构中高污染企业仍然比重较大。

河南经过多年产业结构调整，为何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仍占

有较大比重？

2006年，安阳市湖波熟料有限公司落户马家乡科泉村。《中

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建厂至今并未取得村民的签字

认可。

而根据国家卫生部的《水泥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水泥厂

建设的卫生防护距离应达到 300米以上。 水泥熟料厂在建厂前

还应作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对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提出应

对措施，并经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居民同意后，报环保部门审核批

准后才能进行建厂。

对此，安阳市环保局解释，湖波熟料有限公司建厂后，陆续

有村民搬到厂区周围， 上述建设项目并不需要村民的同意。 然

而，有媒体调查，村民称住房建设时间早于该公司建厂时间。

事实是，安阳市湖波熟料有限公司厂区距离科泉村最近处

仅有 7米。每天从厂区排放的黑烟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大气质量。

安阳市湖波熟料有限公司在进行厂区道路修建时，科泉村

被爆破所震裂的房屋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 马家乡副乡长吴卫

东曾向媒体表示， 在施工过程中的爆破确实影响到了附近村民

的房屋。而安阳市环保局刘姓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厂区所修道

路已完全委托给施工单位， 其间产生的费用和损坏赔偿都由其

协调解决，与该公司无关。

据公开资料显示，安阳市湖波熟料有限公司目前拥有日产

7000吨水泥生产线。 其总公司河南省湖波水泥集团拥有完善的

营销网络，产品覆盖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等地。作为中国

民营 500强企业，已经成为当地支柱产业。

对于记者提出的疑问，安阳市环保局表示，4 月中旬，安阳

市湖波熟料有限公司才停止生产，此前，该公司确实一直在生产

中，而按照规定生产属于违规。

但让人疑虑的是，安阳市环保局明确表示，湖波熟料有限公

司在 2008年已取得环评手续， 只是在河南省环保厅可以查到。

按此说法，该公司的生产并不违规。

安阳市环保局证实，目前该市已向湖波熟料有限公司派驻

工作组，与当地居民就赔偿搬迁开始沟通。

而安阳湖波熟料有限公司对上述疑问并未予以解释。

“产业结构调整的精髓在于摒弃高耗能、 高污染的第二产

业。 ”有关专家说，一场清洁革命恰恰考验政府的决心和力度。

而事实上，水泥、钢铁等第二产业的布局早在几十年前就

形成，这就为产业结构调整留下很大隐患，因此，安阳位列全国

污染严重城市名单也就不足为怪。

“高成长”角力资源产业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中国产业结构一路发生变化，这个

过程贯穿着高成长产业与资源重化工的捉对厮杀。

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以轻工业为基础，重工业逐渐替

代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继而输出落后产能进入第三产

业阶段。

而我国却更早实现重工业发力经济建设，河南的模式同样

如此。现实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第二产业给高成长性产业发

展设置了一片高地，要想拿下这场战役并不轻松。

尽管 2000 年至今，第三产业增长放缓，但增加值和工业

增长贡献率却在稳步提升。

2014 年，河南工信厅消息显示，去年，汽车、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食品、轻工、新型建材六大高成长性产业增长较快。

仅 2013 年上半年，河南六大高成长性产业增加值超出增

长 12.7%，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67.6%；四大传统支柱

产业实现增加值增长 10.1%， 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24.7%。

上述迹象表明， 河南产业结构调整正显示出其欣欣向荣

的一面，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工业进入重化工时期，中国工业

经济迈入经济增长平台。 河南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势必要加速

排挤第二产业支撑经济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GDP 作为正面

战场会接受双方的逐鹿，同样，伤亡在所难免。

而现实中这场战役正在上演，2013 年， 中部省份中，GDP

同比增速安徽 10.38%、 湖南 10.60%、 湖北 10.87%、 江西

10.73%，河南以 7.87%居倒数第二，仅好于山西。

河南省政府参事陈相成曾对媒体表示，2013 年上半年，河

南 GDP增速 8.4%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他认为，该省正处

于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中，不能“既想系鞋带又想跑得快”，

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企业，必然导致 GDP增速暂时放缓。

有专家分析， 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变化， 应该在 2020年以

后。 那时工业、原材料、制造业产能趋近顶峰，不可能大幅再增，

到时，第三产业会全面超越资源产能取而代之。但随着环境污染

的扩张， 作为清洁产能的代表———高成长性产业与资源产业的

拉锯战会持续上演。

调结构安阳样本：

考验政府决心力度

在生产煤电、 服务社会的同时，

安徽淮南也背负着沉重的生态、社会

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成本。 转型，不

仅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紧迫任务,同

样也是资源富裕型城市的头道命题。

5 月 21 日， 淮南市委书记方西屏向

“主流媒体看淮南采访团”记者表示：

“按照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的要求，淮

南这个资源型城市转型应该做到燃

料变原料、高碳变低碳、 有烟变无烟、

地下变地上“四个转变”。

“燃料”变“原料”

推动产业、结构“再升级”

淮南算了一笔煤炭账。 单纯挖

煤、卖煤来钱最快，但不可持续。 而从

价值链上看， 煤炭产业的链条越长，

附加值就越高。 把煤变成电，价值提

升 1.7 倍；从燃料变成化工原料，提升

价值则是 12 倍。 因此，深加工的文章

值得做。

一笔账算出了淮南工业转型的

必要性。 变“卖燃料”为“卖原料”，淮

南按照“规模化、高端化、精细化、循

环化”的要求，引进战略投资主体合

力建设安徽最大的煤化工及化工新

材料基地， 总投资规模 2500亿元，包

括 66个重点产业投资项目。 目前，该

市与中石化合作的两个百万吨项目

进展顺利， 一期工程去年投入 40 亿

元，今年达到 100 亿元，明年底能够

出第一批产品烯烃。 同时，重点围绕

聚乙烯、 聚酯类下游编制招商线路

图，精准招商，延伸产业链条，争取打

造成安徽和中石化合作的转型发展

示范工程。

“高碳”往“低碳”

推进平台、要素“快集聚”

淮南采取“两脉相承”的办法，

一手抓“动脉 ”，即煤电清洁化，一

手抓“静脉”，即废弃物的资源化及

其产业化。 这条生产线 100%采用

电厂废弃物脱硫石膏为原料，今后

每年可消纳淮南辖区内火电企业

的脱硫石膏 50 万吨， 实现了经济

生态化。

淮南努力探索高碳能源城市低

碳转型发展的新路子，并积极实践，

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这条道路上，淮

南还注重推进产业轻型化。 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 集中力量将具有竞

争优势的高端煤机装备制造、 新能

源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培育成

千亿元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依托

国家首批试点智慧城市这个平台，

推进以“江淮云”为孵化基地的数据

信息类企业集聚发展； 市矿联合共

同建设新型低碳产业园区。

“有烟”向“无烟”

瞄准经济、生态“双靶心”

在战略制定上，淮南市委、市政

府明确提出：建设中部著名、全国知

名、煤城样板的生态核心示范区。 围

绕这一目标，淮南念好“三字经”，突

出一个“增”字，实施千万亩森林增

长工程，争创国家森林城市。 主攻一

个“减”字，开展“321”整治行动，依

法关闭小煤矿、小矿山、小水泥；对

30 万千瓦以上燃煤火电机组进行脱

硝改造，今年全部完成，对全市 500

多座燃煤锅炉进行改造，煤改气、煤

改电、改到位；整治秸秆禁烧和建筑

扬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针对资源

型城市发展特点，淮南提出了“以煤

补林”，增强碳汇能力。 碳汇是指从

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

机制。 淮南在矿区严格实行“谁破坏

谁修复”的原则，实行“以煤补林”、

“以黑补绿”，要求所有煤矿必须做到

挖 1 吨煤种 1 棵树，切实保证矿区生

态的绿化和修复，森林碳汇能力显著

增强。

“地下”向“地上”

实现科技、人才“共提升”

去年以来，淮南市着力推动采煤

业向新型替代产业发展。 与国内光电

行业的“龙头”福建三安公司、国际聚

光太阳能领域的先锋美国安科公司

合作， 引进总投资 80 亿元的高倍聚

光太阳能发电系统及组件项目，一期

已经投产， 让淮南成为同时拥有煤、

电、常规太阳能和高倍聚光太阳能的

“完全型能源城市”。 2013 年，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29%，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值增长 45.9%

促进产业转型， 人才是支撑。

为此，该市还大力推动单一煤电人

才结构向多元人才结构发展。 2011

年以前，全市 70%以上的高技能人

才集中在煤电产业，影响和制约了

产业升级。 2013 年开始，该市创新

实施了“万名大学生”来淮创新创

业 5 年计划，引进非煤电类专业人

才，实施到位煤电产业和非煤产业

人才结构将由目前的 7：3 调整为

5.5：4.5。

随着合肥市城区的发展扩容，在老城区被居民称为“定时炸弹”的化工企业，严重影响着城市的转型和人居环境，

约束和制约着化工企业的自身发展。“退城入园”行动虽然历时近 7年，但搬迁后的变化可谓“脱胎换骨”。

淮南：“四个转变”求全面转型

本报记者 吴明 张晓梅 张骅

化工企业搬迁

考验政府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