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沁北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厂区。

集聚效应：荒石坡上崛起工业新城

沁北产业群的崛起，被很多人视为一个奇迹。

2005

年

8

月，沁北产业集聚区管委会成立。 短短

5

年间，

这里已成为诸多国内知名企业投资的沃土： 中国昊华一期投

资

14

亿元、 二期投资

15

亿元兴建的聚氯乙烯和离子膜烧碱

项目已经投产， 并准备进行第三期投资， 向 “百亿化工园”

迈进； 经神火集团战略重组的沁澳铝业， 在年产

25

万吨电

解铝项目达产的基础上， 又投资

10

亿元建成高档铝材加工

项目。 与此同时， 中电投

4×100

万千瓦机组一期投资

80

亿

元

2×100

万千瓦机组项目、中国昊华投资

30

亿元的精细化工

项目、上海华明年产

50

万吨纳米碳酸钙项目等战略项目也运

作顺利。

不仅于此，沁北产业集聚区建立在太行山前的荒石坡上。

对此，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刘道兴日前在对沁阳市沁

北产业集聚区进行深入调研后如是而言：“沁阳连续

11

年土

地占补平衡，得益于整理乱石滩地、不占一分耕地、高起点规

划大工业区， 建设中原经济区应当总结沁阳市沁北产业集聚

区的经验。 ”

沁北产业集聚区何以受到如此赞誉？ 据了解，为吸引企业

把项目放在荒山坡上，沁阳市按照“以循环经济模式集聚产业，

以生态工业理念营建园区”的要求，投资

500

万元聘请上海同济

大学规划设计院编制完成了沁北产业集聚区总体规划，相继完

成了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热力规划、供气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等各项专项规划，并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累计投入

资金

10

亿元，加强道路、能源、用水、土地“三通一平”等基础设

施建设，使企业引得来、驻得好、发展快。

沁北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胡卫东是最早参与集

聚区建设者之一。 他指着一字排开的数百米钢架结构厂房告

诉记者，作为亚洲地区铝型材加工档次最高的企业之一，广东

兴发河南公司一期投资

10

亿元的年产

10

万吨高档铝型材项

目建设正如火如荼，其基础工程预计

6

月底前全部完成。 在广东

兴发项目背靠的太行山以南昔日一片荒石坡上， 如今高大的厂房鳞

次栉比，绿树、游园点缀其中，一个辐射豫西北、连接豫晋两省，以

有色金属、能源化工为主的现代化生态工业城已呼之欲出。

据统计 ，

2010

年 ， 沁北产业集聚区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72.1

亿元，同比增长

35.4%

，较上年新增

71.2

亿元；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30

亿元，同比增长

38.5%

，高于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幅

17.1

个百分点， 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营业收入的贡献率为

13.4%

，拉动全市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增长

2.9

个百分点。

也正借于此，

2

月

18

日，在全省重点项目和产业集聚区建

设工作会议上，沁北产业集聚区以超强实力跻身前七位，荣获

河南省十强产业集聚区称号， 获得奖金

200

万元；

2

月

25

日，

在全市大招商暨重点项目和产业集聚区建设工作会议上，沁

北产业集聚区荣获综合实力强产业集聚区称号。

链式效应：一棵大树催生一片森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沁北产业集聚区里产业群的兴起，大

多借助于一家龙头公司的巨大扩散能量，呈现链式成长。

“产业集聚的要义就在于按照竞争力最强、成长性最好、

关联度最高的原则，通过链式招商，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提

升集聚区的核心竞争力。 ”沁北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牛中英说。 据介绍，沁北产业集聚区围绕能源化工、有色金属

及加工两大主导产业，将其分解成若干个上、中、下游项目集

中进行打捆招商，延长产业链条，发展产业配套项目，主动对

接中国化工集团、中电投、晋煤集团、山西兰花集团、北京金隅

集团等

20

余家中国

500

强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积极推进一

批重大战略项目。

“广东兴发落户沁阳，正是由于企业的发展与沁阳市打造完

整产业链条的发展战略不谋而合。 ”广东兴发河南公司项目经理

李健安说。 据介绍，广东兴发总投资

10

亿元的年产

10

万吨高档

铝型材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40

亿元、利税

12

亿

元。更为重要的是，该项目可与沁澳铝业投资

10

亿元建成的高档

铝材加工项目、兴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投资

5

亿元的年产

200

万

平方米幕墙门窗项目一道，实现门对门供货，以彼此产品的无缝

对接，共同构成产业链条逐步拉长的铝及铝深加工产业。

无独有偶。 北京金隅落户昊华宇航沁北产业园的旁边，其

看重的正是可以昊华宇航的废石渣作为原料来生产水泥。 其

财务总监孙立哲说， 该项目是北京金隅进入河南的第一个水

泥项目，达产后，日产能可达

2500

吨，能完全消耗掉昊华宇航

的电石渣。 同时，电石渣经过皮带传输，运送到北京金隅的烘

干程序，经过破碎车间后直接入窑，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和环境

污染，实现双赢。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胡卫东说，“捏紧的拳头力量

总比指头大。 ”他用一组数据来印证产业群所产生的巨大集聚

效应：

2010

年， 沁北产业集聚区建成面积达

7.2

平方公里，入

驻企业

429

家，其中工业企业突破

300

家。 当年，该集聚区实

现销售收入

230

亿元， 同比增长

32.2%

；纳

税

4

亿元，同比增长

32.8%

；通过引企上山，

节省耕地

8000

亩，安置就业突破

3.4

万人。

“这些龙头企业在带出一个产业群的同

时，也改善着自身的企业生态。 ”牛中英说。他

告诉记者， 陈敬如日前带领沁阳市相关部门

负责人到该集聚区调研时强调， 要举全市之

力，整合优势资源，倾力打造既强又快的产业

集聚区，并将其作为该市“十二五”战略性目

标确定下来。

无疑，沁北产业集聚区作为沁阳市产业

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平台和载体，其发展也由

此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优化效应：生产要素实现市场配置

“建产业集聚区不是讲排场、图好看，而是要让资金 、人

才、科技等生产要素在这个平台上实现市场配置，得以整合优

化。 ”采访中，牛中英一再这样强调。 他说，产业集聚区是一个

实现土地、能源、服务设施集约高效利用的有效途径。

为此，沁北产业集聚区在落实重大项目市级领导、科级干

部分包服务责任制，实行集中开工、定期观摩和“一个项目、一

个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项目推进机制的同时，在建设过

程中，坚持集合产业集聚区服务功能，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

共享和功能互补。

基础集中建设。 目前， 沁北产业集聚区已建成道路

42

公

里，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3.5

亿元，平整土地

15

平方公

里，新修道路

10

公里，储备“工业熟地”

5000

余亩，初步形成以

焦克路、昊华大道为中轴线的道路网络，整个集聚区基本上实现

了“五通一平”。

空间集中拓展。 为拓展建设空间，沁北产业集聚区对区内

云台、秦庄、四地洼三个村实施整村搬迁，并制订了土窑等村

搬迁方案。 这些项目实施后，可新增建设用地

8000

亩以上。 同

时，该集聚区与郑州铁路局沟通，高标准规划三座下穿式公铁

立交桥，打通集聚区南北通道，加快铁路北土地开发利用，推

动集聚区向纵深发展。

能源集中供应。 为在集聚区内集中提供煤、电、水、气保

障，使企业发展摆脱资源束缚，沁北产业集聚区引进山西煤炭

销售总公司，投资建设兰煜煤炭物流基地项目，项目建成后，

可使集聚区成为豫北的“大煤仓”，使沁阳成为没有煤矿的“煤

炭大市”；在集聚区内拥有电厂

2

座、变电站

5

座的基础上，与

中电投合作建设

2×100

万千瓦机组项目， 目前已办好前期相

关手续， 并积极推进投资

1.47

亿元的

22

万伏输变电工程，为

企业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重点实施投资

1.2

亿元的煤层气沁

北产业集聚区供气主干管建设工程、投资

1.1

亿元的燃气管网

建设工程，使企业用上清洁能源；完成八一水库、逍遥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 并通过水务公司成功运作逍遥水库向集聚区企

业集中供水项目， 仅对昊华一家年供水量可达

1000

万立方

米。

污水集中处理。 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 资源节约型集聚

区，沁北产业集聚区注重集聚区的循环、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投资

8000

万元的第二污水处理厂已经竣工，投资

3000

万元的污水收水管网正在建设。

实践又一次表明，按市场法则配置资源是加快发展的正道。

截至目前，沁北产业集聚区基本实现了园区功能多元化、园区服

务市场化、资源利用高效化。 据悉，今年，该集聚区将大力推进

“

8315

”工程，即围绕能源化工、有色金属及加工两大主导产业，提

高产业集聚度，拉长产业链条，力争完成投资

80

亿元，实现营业

收入

300

亿元，推进投资

9000

万元的沁工路、投资

1.8

亿元的孵

化园及综合服务区、投资

1.2

亿元的紫陵

11

万伏变电站工程、投

资

1.1

亿元的煤制气输送管道工程等总投资

10

亿元的基础设施

建设，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力争各项经济指标进入全省产业集

聚区前五名。

“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科学发展，加快推进沁北产业集

聚区上档升级， 全力将沁北产业集聚区打造成为省内既好又

快发展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典范！ ”

5

月

7

日，在加快沁北产业集

聚区科学发展动员大会上， 陈敬如再次为该集聚区调高奋斗

目标。

（本版图片均由沁阳市委宣传部提供）

去年

12

月

3

日，省委书记卢展工（前右二）在市委书记路国贤（后左二），市委副书记、市长孙立坤（右三）

及沁阳市委书记陈敬如（前左一），沁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魏新洪（右一）的陪同下调研沁北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十强产业集聚区———沁北产业集聚区鸟瞰图

去年

11

月

24

日，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刘春良（左二）在市委书记路国贤

（右四），市委副书记、市长孙立坤（左三）及沁阳市委书记陈敬如（左一），沁阳

市委副书记、市长魏新洪（右二）的陪同下调研沁北产业集聚区。

汽车还未驶入沁北产业集聚区， 记者已经

感受到了沁阳市加快发展的宏大气魄———一块

横跨道路的“打造全省一流的产业集聚区”广告

牌赫然而立。

而沿太行山前的干线公路焦克路一路西

行，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道路两边一批产业

群的迅速崛起———以有色金属及加工、 能源化工

为主导产业，铝工业、氯碱化工、煤化工、玻璃钢、风

电、高新技术六大产业园区已初具雏形。

做大规模、做强实力，工业经济由“点状”向

“块状”发展———在沁北这块土地上，各具特色

的产业群迅速崛起。

集点成线、集群成块，专家称之为“板块经

济”。 那么，沁北产业群的崛起，有着怎样的深层

意义？

今年

3

月

1

日，总投资

12

亿元的氯氢工业园开工。

昊华宇航二期工程现场。

�

建设中的广东兴发河

南公司项目厂房

思可达太阳能封装玻璃生产线

沁澳年产

5

万吨高精宽幅铝板带生产线星博车轮

———沁阳市沁北产业集聚区走笔

本报记者 许伟涛 李光远 本报通讯员 张天然

今年

4

月

29

日，一期投资

25

亿元的河南晋煤天庆大型现代煤化工项目

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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