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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陕西省神木县按照“减量

化、再利用、资源化”的要求，加快当地

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 大力提升园区

基础设施水平， 统筹推进各大园区道

路、排洪和环保设施建设，启动了柠条

塔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掩埋场

建设。

据悉， 柠条塔工业园区提升园区

集约化水平，建立项目退出机制，盘活

园区用地， 积极淘汰落后产能，“腾笼

换鸟”。 柠条塔工业园区理顺园区、镇

办关系，统筹推进“产城一体、镇园融

合”，进一步健全园区管理体系，赋予

园区必要管理权限， 增强服务保障能

力。

兰炭集中彰显园区特色

神木县柠条塔工业园区位于县城

西北方 40 公里处， 神木县孙家岔、锦

界和麻家塔三镇（办）交界地带，占用

麻家塔办事处燕渠村、七卜树村、买力

湾村，孙家岔镇柠条塔村，锦界镇活力

害兔村土地， 园区规划占地 19.3763

平方公里， 其中原有区域占地 9.2366

平方公里，扩界区域占地 4.8694 平方

公里， 新增区域占地 5.2703 平方公

里。

柠条塔工业园区作为神木市最大

的兰炭集中区， 产量连续两年居全市

工业园区第一，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如何通过节能减排、 优化生产环境和

化害为利、变废为宝？柠条塔工业园区

正在按照循环利用、 清洁高效的路子

阔步前行。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兰炭产业已

成为承接原煤生产和煤化工及载能工

业的特色产业。作为兰炭生产集中区，

柠条塔工业园区在当前严峻的形势

下， 以良好的发展基础逆势而起，正

在能源市场赢得发展先机。 柠条塔工

业园区目前共有入园产业项目 73

个，建成投产 29 个，正在建设 5 个，

累计完成投资 113 亿元，园区企业直

接用工 5487 人， 间接带动就业 2 万

人以上。

柠条塔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郝怀

玉说:“园区工业总产值连续两年过百

亿， 经济总量占到神木县经济总量的

近 1/10，为全市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园区兰炭产量连续两年位居全

市工业园区第一， 成为神木县煤炭初

级转化的核心区域， 保持全国最大兰

炭产业园区的重要位置。 ”

产业技术研发不停歇

柠条塔工业园区周边 20 公里内

煤炭产量高达 6000 万吨， 且煤质优

良、交通便利。 园区规划以煤炭初级

转化为主导产业，规划主要产业形式

为粉煤干馏， 规划建设规模为 1000

万吨/ 年， 配套建设煤焦油轻质化、

LNG和兰炭粉综合利用项目。

据了解， 园区目前正在开展重大

产业技术研发试验工作、 重点试验工

程、工业产品市场拓展、重大产业项目

引进、重大产业项目调研等工作。

重大产业技术研发试验工作是由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进行的粉煤干馏

试验项目，预计今年 8—9月间进行点

火试车； 重点试验工程为兰炭在链条

式燃煤热水锅炉中的燃烧和兰炭在循

环流化床锅炉中的燃烧试验等； 主要

工业产品市场拓展工作是兰炭实现广

泛民用、兰炭走进大型钢企；重大产业

项目引进工作是引进香港中华煤气有

限公司独资建设 40 万吨 / 年煤焦油

轻质化项目、 陕西省腾益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建设 500万吨 / 年粉煤分

级分质综合利用建设项目； 重大产业

项目调研为组织有关单位对河南省龙

成集团煤炭清洁高效综合利用技术专

题调研。

引导企业能源高效转化

园区副主任李海军告诉记者，将

柠条塔工业园区打造成为一个绿色、

高效、 环保的园区一直是神木县及柠

条塔工业园区管委会的追求和目标。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神木县严把

入园企业环保关， 对招商引资企业特

别是入驻工业园的企业设置“绿色门

槛”，不符合绿色标准的企业一律拒绝

入园；在园区环境及绿化工作方面，柠

条塔工业园区管委会大力加强园区生

态治理、绿化美化工程建设，在道路两

旁设置 15 米的绿化带， 主干道设置

30 米的绿化带，同时，神木县及园区

管委会大力引导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要求企业从产品设计、原料选用、工艺

控制、 厂房建设等不同层面开展清洁

生产、推行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提高

资源利用水平。园区将以节能减排、优

化生产环境、提高产品质量为目标，对

现有块煤干馏项目进行全面优化升

级， 通过大力发展煤炭清洁高效综合

利用项目，做大煤炭初级转化产业，做

强相关配套产业， 逐步实现区域煤炭

资源分级转化，高效综合利用，建成我

国低阶煤清洁高效转化示范基地和清

洁能源生产基地。

当谈到未来的园区发展时， 郝怀

玉说，未来几年，园区规划建设 1000

万吨粉煤干馏、1500 万吨煤炭洗选、

300 万吨小料煤干馏项目， 并配套建

设煤焦油加氢、干馏尾气液化天然气、

金属镁及镁型材铸件、 碳基复合材料

等项目。 预计到 2020年，园区固定资

产投资将突破 300亿元， 年转化原煤

4000万吨以上，创造产值超 800亿元，

实现税收 100亿元。 园区将建设成为

国家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煤炭转化的

重点区域、榆林市建设“绿色镁都”的

战略支撑园区， 煤炭分级分质多联产

综合利用示范园区， 新型煤化工循环

经济园区和生态工业园区。

近日，《中国企业报》 记者收到

来自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德归镇小

长田村近百位村民的一封联名求助

信（电子邮件），信中说：我们 4 年多

来不间断的向县、市、省相关部门反

映我村干部及新桥工业区（现文安

新桥经济开发区） 工委在我村工作

中的违法违纪问题， 但时至今日也

没有得到解决。

求助信中提供了大量图片及事

件描述，主要涉及毁坏农田、土地撂

荒、 征地补偿款被挪用等问题，《中

国企业报》记者随即展开调查。

农田中现深沟

园区发展缓慢

文安新桥经济开发区， 位于文

安县德归镇，其前身是新桥工业区，

最初是将当地已有的工业企业聚集

起来统一管理， 后来升级为经济开

发区。

在 6 位村民代表的带领下，记

者来到了园区所在地。 现场发现，园

区规模十分有限，由东向西眺望，几

百亩土地上排列着零星的几家厂

房，说是一座园区，不如说更像一座

小型工矿企业的厂区。

园区内鲜见企业标识， 也看不

到道路指示牌。 一台挖掘机在掘地，

道路上尘土飞扬，空地上杂草丛生。

据随行村民介绍， 园区入驻企

业不多，发展速度十分缓慢，眼前长

草的土地、 裸露闲置的空地过去都

是良田。

在园区规划征地的另一侧，有

一个宽度从 30 米扩大到 100 米左

右的梯形大水沟， 从公路驱车向里

走，越往里越宽阔，既无来水，也无

去水。

村民告诉记者， 这里最初只有

一条南北向，宽 5 米左右的小水沟，

偶尔有人取水、 取土用， 但范围很

小。 自从新桥工业园区成立以来，这

里被大量挖土、取土，原本属于小长

田村和新桥农场的近 60 亩耕地，就

被挖成现在的大坑， 地下水溢出后，

部分地方形成深水坑， 已经无法耕

种。

在文安县委宣传部转给《中国

企业报》 记者的书面采访回复中解

释：该大坑 2009 年以前期间已经初

步形成， 当时新桥工业园区尚未成

立。 2013 年，在原来大坑的基础上，

村内又对该坑中间进行了清淤取

土，用于村内修路。

村民联名讨说法

置换土地引争议

村民代表介绍，当地政府将村

南的 500 多亩基本农田变为工业

用地，在没有征得全体村民同意的

情况下，强行用临近国有新桥农场

在文安大洼中心的薄碱地进行置

换。

村代表回忆说，2013 年 5 月新

桥工业区工委（以下简称工委）为了

得到小长田村地理位置比较好的基

本农田用于开发建设， 打算用距离

小长田村 6、7 华里地处文安县大洼

中心的薄碱地置换。

据介绍，工委在没有事先通知，

也没有经过村民代表、 村民大会讨

论通过等法律程序缺失的情况下，

将村 14 名村民代表召集到工业区，

工委的负责人就直接让这 14 名村

民代表在事先拟定好的土地置换文

件上签字，14 名村民代表中有 4 名

代表不同意没有签字， 另外有 2 名

代表迫于工委负责人的施压虽然在

协议上签了字， 但声明只代表个人

意见，不代表村民意见。

由于置换土地的事儿没有事先

通知村民， 村民代表所代表的村民

毫不知情， 在村民知道情况后有了

罢免村民代表的举措， 材料交给了

村支书， 该村 143 户村民联名要求

工委停止违法行为 （全村共 256

户），并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向工委

提交了书面意见。

可是工委不顾村民的意见，于

2013 年 5 月 26 日与村委签署了土

地置换协议。 当时，工委领导亲自带

铲车、挖掘机毁青苗、铲果树，并有

几十个荷枪实弹穿黑衣服的人对村

民进行威慑。 在没有征得大多数村

民同意、 在没有置换村民承包土地

使用证承包合同、 在没有办理土地

变性的相关手续的情况下， 强行在

田地上垫起了一米多高的土层，将

不愿置换土地的村民的地圈入其中

变成大坑， 并断其道路使得村民无

法耕种。

为此， 村民胡正顺的妻子因土

地权属问题到村支书家讨说法，结

果工委就叫公安分局以寻衅滋事罪

对胡正顺刑事拘留 15 日。

开发区回复《中国企业报》称，

全部进行公开公告，公开登记。 村民

代表会议召开具有权威性和合法

性， 符合我国村民自治组织行使权

利法律规定。 无强迫村民签字的情

况发生。

记者入户采访了解到， 村中前

几任村主任、 村干部及部分德高望

重的村民均被排除在村民代表之

外。 记者看到的一百多位村民联名

求助信中，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几

任主要村干部的名字在列。

少批多占成焦点

征地补偿有分歧

记者从几位村民口中获悉，按

照河北省批复文件要求， 征用小长

田村土地采取货币补偿方式， 每公

顷为 48 万元，但事实是大部分村民

没有拿到补偿款， 文安新桥经济开

发区把货币补偿改成了土地置换。

一份新桥工业园内部工作报告

显示， 工业园引进多家企业并产生

巨额税收。 但实际上现场显示，土地

被征用 3 年多， 绝大多数处于撂荒

状态，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撂荒土

地应该返还给农民复耕。

开发区的书面回答是： 巨额税

收问题属无中生有。 不存在大面积

撂荒土地情况， 除已经上项目建设

的用地，大多数为种植状态。

根据河北省 2012 年土地批文

显示， 新桥工业区工委上报征用小

长田村未被利用的土地 21.968 公顷

和集体建设用地 1.1071 公顷， 总计

大约 345 亩。

但村民向记者反映， 新桥工业

园实际征地 700 多亩， 存在少批多

占的严重问题，希望政府严查。 但开

发区给记者的书面回复是： 工业园

没有少批多占现象，每个企业入驻，

都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用地。

根据村民反映，新桥工业园不仅

侵占征地款，还存在将基本农田冒名

未利用地来申请建设用地。但记者得

到的回复是：不存在此类现象。

村民告诉记者，为了获取上级政

府征用土地的批准文件，却只字不提

占用的是基本农田。但实际上小长田

村根本就不存在一亩未被利用土地，

集体建设用地也仅有原学校、化工厂

和老弹簧厂占有的土地，且均位于村

中心，总面积也不到 12 亩，这 12 亩

土地已经转给村民个人使用。

文安县信访局给村民的回函称，

文安县国土资源局已经按照河北省

要求，将征用小长田村土地款拨付给

文安新桥经济开发区， 每公顷为 48

万元，经济开发区应该及时将征地补

偿支付。

（下转第二十版）

柠条塔工业园：为入园企业设立“绿色门槛”

文安新桥经济开发区

毁田撂荒事件调查

本报记者 鲁扬 丁国明

杨永峰 刘茂华 本报记者 鲁扬

神木柠条塔工业园区生产厂区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这在商业中情形恰恰相反。企业成功的原因

各有不同， 而企业失败的原因却相同， 它们都无法逃脱竞

争，而园区的兴盛衰败，与这一点是相通的。 ”谈起园区的成

功经验，划时代科技董事长孙保罗如是说。

成功园区基因各不相同

《中国企业报》： 历史上曾经轰轰烈烈地建了那么多园

区，有的成功了，为何成功？

孙保罗：园区能够做成功，必定是因为其拥有独特的优

势和特质。 而园区的失败一定是因为先天不足，失去竞争的

能力。

比如北京亦庄开发区的“园中园”模式，被学者当做园

区发展的经典案例，现在已经发展到集合了通讯设备、医疗

设备、汽车设备、生物制药、微电子产品等几大集群，来自全

世界 30 多个国家的近 2000 家企业入驻。 入驻企业投资超

过 150 亿美元。

那这个园区获得成功跨越的门槛是什么呢？ 首先是政

策。 这个园区是北京唯一同时享受国家级技术开放区和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优惠政策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

区位上的优势，是位于北京东五环边上的园区。 政策优势和

区位优势就是这个园区成功的基础条件。

《中国企业报》：除了政策和区位优势外，成功园区还有

哪些基因？

孙保罗： 北京的 798 艺术区在投资额度和企业规模上

肯定无法与亦庄园区相比，但是它拥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

公众的“影响力”。 这个由旧厂房改造的以自由艺术家为基

础的拥有大量艺术创作的园区， 已经成为北京的一个现代

艺术的文化符号。

它的影响甚至扩散到国外， 并与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

的进步和自信结合起来。 所以 798 艺术区跨越的门槛是“文

化和创新”。 这使得它找到了存在和发展的定位所在。

《中国企业报》：随着制造和人力成本的提高，过去成功

的园区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目前，园区都遇到了哪些挑

战，又该如何应对？

孙保罗：我们在沿海地区，可以看到长期的对外贸易和

生产加工形成的对工业产业链条进行精密配置的经验，在

园区的建设中发挥出来。“功能型”的园区比比皆是，作为产

业链条的一环， 可以把某个产业的资源配置做得高效而低

成本。

甚至可把园区开到海外去，2014 年浙江省 6 个海外工

业园区建设投资累计达 6.18 亿美元， 吸引入园区浙江企业

投资达 15.2 亿美元，年带动出口额达 11.07 亿美元。 6 个海

外园区中 5 个位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沿线国家。

把园区开到海外其实是件不得已的事， 因为国内的企

业的各种运行成本在不断增大，选择土地、人力和能源成本

更低的国家建园建厂是市场机制的调节。

产品附加值低成园区“鸡肋”

《中国企业报》：有的园区荒芜了，为何荒芜？

孙保罗： 我们看到大批的园区沦为野草摇曳的荒芜之

地，表面上反映出的特征是违背市场规律：不顾国家政策，

先干了再说。 所谓“拍脑袋工程”就是不顾条件是否成熟，一

拥而上。

另外加上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 在缺乏资金

的情况下， 甚至发生了用所谓的优惠政策诱骗外地企业进

驻，然后“关门打狗”的情况。

“运动式” 搞园区的直接后果就是园区建设起点低、功

能差、格局小。 所以能够引进项目和资金较少，发展步伐缓

慢。 由于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架构，园区土地综合利用率无法

提高，无法形成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也谈不上对传统产业

改造和辐射能力。 资金缺乏，投融资渠道不畅；管理体制尚

未理顺，缺乏应有的发展活力；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

较低，这种园区就形成了“鸡肋”。 （下转第二十版）

“荒芜”园区如何再生

专访划时代科技董事长孙保罗

现任划时代科技董事长，原道智业创始人。 曾

担任 2010年上海世博会民营企业联合馆常务

副馆长、2012 年德班气候大会中国企业代表

团成员、前腾讯公司常年战略顾问，提出《企

业可持续发展政经生态系统》保障企业发展。

孙保罗是 V—BUSINESS（视觉商业）理论的创

造者， 提倡以移动互联时代的终极用户体验

结合互联网平台能力挖掘创新， 创造构建全

新商业生态系统的基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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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