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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

记者采访博爱县中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永利。

图

②

记者在好友轮胎有限公司车间参观。

图

③

记者在焦作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制动器工业园采访。

图

④

记者走进博爱县中原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的田间地

头采访。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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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释放“乘数效应”

——— 博爱县产业集聚区走笔

本报记者 许伟涛 詹长松

作为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

生产要素集聚的载体和平台，产业

集聚区在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

层次等方面，释放着巨大的 “乘数

效应”。 这是

11

月

24

日，记者跟随

我市新闻战线 “百名记者走基层”

采访团，走进博爱县产业集聚区采

访后的真实感受。

此言非虚。 总规划面积

11.07

平方公里的博爱县产业集聚区作

为全省首批产业集聚区之一，不仅

实现了产业集聚区规划与城市总体

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统

一，而且按照“竞争力最强、成长性最

好、关联度最高”的原则积极扶持特

色主导产业，大力培育产业集群，初

步形成了汽车零部件、 装备制造、

食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并依托重

点产业的规划与聚合，通过延伸产

业链、服务链和基础设施链 ，发挥

“乘数效应”， 增强集聚区经济的辐

射能量，加速推动“园区倍增”。

据统计，今年

1~10

月份，三大

主导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7.7

亿元，占集聚区总额的

63.2%

，其中

汽车零部件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

37.5%

。

如果您要说 “耳听为虚 ，眼见

为实”， 那咱就到好友轮胎有限公

司去看看。 走进好友轮胎半钢子午

胎生产车间， 只见内衬层生产线、

三复合挤出生产线运转正常，一条

条半钢子午胎从成型机内鱼贯而

出。 好友轮胎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

2010

年 ， 好友轮胎总投资

19.2

亿元的

2×500

万条半钢子午

胎项目一期工程建成时，就填补了

我省轮胎产业没有半钢子午胎的

空白，在我市工业经济转变发展方

式的进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据了解，好友轮胎总投资

19.2

亿元的三期年产

120

万套全钢载

重子午胎和

500

万套半钢轿车子

午胎项目目前已建成围墙，正在平

整场地、开挖地基。 项目全部达产

后，将形成

240

万套全钢载重子午

线轮胎、

1000

万条高性能乘用子午

胎和

1000

万条全钢专用垫带的产

能，成为产值超百亿元、利税超

10

亿元的发展地方经济支柱性企业。

众所周知，特色产业没有纵的

发展、产业链的延长，就不能提高

产品的附加值，无法获得高额的经

济回报；没有横的发展、产业面的

拓展， 就不能得到关联产业的支

持，本身发展也难以持久。 为此，博

爱县先后促成了好友公司与香港

进锐公司、赛尔公司与香港奥嘉公

司、贝斯特公司与中国一拖集团的

战略合作。 好友公司董事长王立旗

更是利用其产业链供应关系，帮助

集聚区成功引进山东胜通集团公

司投资

36

亿元建设

20

万吨钢帘

线项目。

如今，在博爱县专门规划建设

的汽车零部件工业园内，产品涵盖

发动机凸轮轴、发动机铸件、轮胎、

垫带、内胎、轮毂及与轮胎相关的

轮胎模具、钢帘线、轮胎胶囊等品

种，目前已成为全省重要的汽车零

部件生产基地。

在海华纺织公司投资

3

亿元

的耀华分厂

10

万纱锭项目建设工

地， 记者看到工房建设正如火如

荼。 海华公司总经理曹俊海说：“预

计今年年底前 ，

3.3

万平方米的工

房土建工程将基本完工，明年年底

前可形成

4

亿元的产能。 ”今年年

初以来，博爱县产业集聚区共引进

新项目

45

个，总投资

148

亿元；投

资

3000

万元以上在建重点工业项

目

34

个，总投资

178

亿元，其中亿

元以上项目

28

个，

1~10

月份完成

投资

31

亿元， 制动器公司制动器

工业园、 圣宝公司年产

3.6

万吨镀

锌铝合金层钢丝等

21

个项目相继

竣工投产。

产业集聚不仅是特色产业的

较多企业在同一区域、同一产业领

域扎堆，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彼此关

联的专业化供应商、服务机构及相

关产业的地理集聚，实现主体产业

的上下游延伸，打造深度的产业体

系。 为此，该集聚区在园区招商活

动中，不仅看项目的先进性和环保

性，而且看项目在园区产业发展中

的链接性，努力引进具有“节点”作

用的项目，拉长园区产业链 ，使上

一家企业的废料或产品成为下一

家企业的原料，实现链式发展。

在此指导思想下， 一大批循环

经济项目应运而生： 广瑞公司利用

广兴公司废渣、 废液和废气生产高

品质的净水剂； 岩鑫公司利用工业

废渣制造水泥，并建成了

12

兆瓦余

热发电项目； 广安公司生产的白炭

黑供应好友公司生产轮胎； 裕华公

司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封装玻璃为华

美公司开展深加工提供了原料……

目前，该产业集聚区已初步实

现了产品之间、企业之间 、产业之

间的循环利用、绿色发展 ，提高了

资源利用效率。 同时，博爱县还依

托拥有好友轮胎、毗邻风神轮胎的

地缘优势以及汽车拆解回收传统

产业优势，在集聚区内规划了循环

经济园，目前已开工建设鑫鹏公司

投资

1.2

亿元的

4.5

万吨再生胶项

目，三合公司投资

2

亿元的废旧轮

胎制改性沥青、 恒晋公司投资

1.1

亿元的

10

万吨再生铝等一批项目

正在洽谈。

易

地

重

建

再

造

市

场

竞

争

新

优

势

焦

作

制

动

器

技

术

升

级

脱

胎

换

骨

本报讯 （记者许伟涛、 詹长松） 你见过

这样的企业吗？一个有着近

50

年历史的老企

业， 在响应政府鼓励老城区工业企业搬迁政

策过程中， 不仅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技术改

造升级，而且在边搬迁、边建设、边生产的情

况下， 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今年前

9

个

月 ， 实现销售收入

2.3

亿元 ， 同比增长

13.61%

。 这家企业就是焦作制动器股份有限

公司。

华丽蜕变后的焦作制动器到底啥样？

11

月

24

日，记者跟随我市新闻战线“百名记者

走基层”采访团，走进易地重建于博爱县产业

集聚区的焦作制动器工业园一探究竟。 在风

电制动器桁架式机械手自动生产线上， 记者

看到，

7

个加工中心组成的机械制造加工中

心集群，只需两名技术人员看护，各工序完全

由机械手自动完成， 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可以

同国外厂家竞争的企业。 据该公司副总经理

郭希文介绍， 为适应迅猛发展的风电市场形

势， 焦作制动器专门研发了可以替代国外进

口的风电制动器，

3.6

万台套兆瓦级风电偏航

制动系统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产业振兴和技

术改造新增中央预算投资计划， 通过易地建

设项目的实施， 风电制动器达到

2

万套生产

能力。

如此超前意识绝非偶然。 早在“七五”期

间，始建于

1964

年的焦作制动器就在国内独

家引进了原联邦德国

EMG

公司

ED

系列、法

国

ATV

公司盘式制动器生产技术。在此基础

上， 焦作制动器又斥巨资创立了我国唯一的

工业制动器国家实验室， 经过对引进技术持

续不断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目前已成为国

内研制、生产、销售制动器的排头兵企业，有

10

余项产品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和进步奖，

6

项产品获国家级新产品奖，

12

项产品被认

定为省高新技术产品，获

17

项国家专利。

据此， 焦作制动器牢牢占据着酒泉、西

昌、太原卫星发射基地的制动器市场，国人关注的神六、神七宇宙飞

船则指定使用焦作制动器产品。此外，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均指定焦作

制动器为制动器供应商。在举世瞩目的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开闭幕式

上，

8

个大型升降台、 重达

50

吨的奥运主火炬安装时翻转过程中所

使用的

40

套制动器，全部由焦作制动器生产。

据了解，于

2009

年

5

月开工的焦作制动器工业园，包含工业制

动器、风电制动器、泥浆泵产品以及省级制动器技术中心等项目，总

投资约

5.4

亿元。 项目完工后，将达到年产

7.5

万台套工业制动器和

3.6

万台套风电制动器生产能力， 可实现新增销售收入

7.5

亿元、新

增利税

2.4

亿元。

一把火烧出的国内知名品牌

本报记者 詹长松 许伟涛

提及焦作市海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业内可谓大名鼎鼎。

大到何种程度？ 海华纺织产品质量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

认证，并达到国际

5%

乌斯特公报水平，高档精梳产品比例占

85％

，

主导产品

J40

支

－J100

支海华牌棉纱质量优异、品牌信誉度高，拥有

上海、青岛、无锡、太仓、宁波、深圳、佛山、西安、汕头等十大市场。

而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 海华纺织的业内地位却是一把大火烧

出来的。

11

月

24

日，记者跟随我市新闻战线“百名记者走基层”采访

团， 在海华纺织生产车间门前看到了一块立于

2005

年

12

月

2

日的

“质量警示碑”。

警示碑上赫然写道：

2005

年

9~10

月份，山东一用户使用海华公

司

T/C65/3532

支纱，因粗节问题有

5

吨退货，造成公司直接经济损

失

20

余万元。 为了增强广大员工的质量意识，同年

12

月

2

日，公司

召开职工大会，

2000

名员工庄严宣誓：“烧掉劣质产品， 唤醒质量意

识，杜绝质量事故，重塑海华品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同时将这

批疵布全部焚烧，并立碑为鉴，将这一天定为“质量警示日”。

其实，能从当初仅有

1200

枚纱锭的一家县属小厂，发展到目前

总资产

8

亿元、纱锭规模

30

万锭，并成为我省纺织行业综合排名前

五强的行业航母，是海华纺织一贯注重产品质量的结果。海华纺织董

事长、总经理曹俊海说：“市场风云变幻，是什么成就了海华？ 唯质量

过硬，无他尔。 ”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从

2000

年至今，海华纺织原料全部采用

新疆棉，直接从实力强、信誉好的企业采购原料；在生产环节，实行人

工和异纤清除机拣“三丝”相结合，确保海华棉纱“无三丝”品牌；去年

还给相关分厂和单位发放大客户战略质量奖。

由于产品具备过硬的质量，在今年市场萧条的背景下，海华纺织

1~10

月份生产各类棉纱

24269

吨，实现销售收入

7.1807

亿元。目前，

海华工业园区总投资

7.5

亿元的

20

万锭高档紧密纺纱项目，一期已

经投产，二期正在加紧施工。 该项目科技含量高、产品档次高、能耗

低，完全达产后可安排就业

1000

人，年增加用棉量

2

万吨，增加棉农收入

3.6

亿元，还可为海华公司年增加销售收入

8

亿元、利税近亿元。

兑 粮

本报记者 杜 玲

11

月

24

日，节气已过小雪，气温明显下降，博爱

县金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大院内， 十几辆满载着粮食

的农用机动车进进出出。原来，今天是社员们兑换粮食

的日子。

“孙国安，领

1000

公斤玉米。 ”

“不是兑小麦，咋还能兑玉米？ ”记者不解地问。

“小麦、玉米、萝卜，只要合作社里有的，根据村民

需要，都可以兑换。 ”博爱县金城乡南庄村村民孙国安

解释道，“我要玉米，是为了给家里的猪做饲料。想要粮

食的给粮食， 不想要粮食的合作社按市场价将粮食兑

换成现金，直接发给农户。而且俺这儿流转土地的租金

不是一定十年八年不动，也不是一次付清，而是按照一

亩地

500

公斤小麦的标准， 以当年兑现日期的小麦价

格为依据，随行就市。 ” 这样一来，农户不会因粮食价

格下跌而减少收益。

“土地给了合作社， 农民靠啥吃饭？ ” 记者追问

道。

“俺把家里

7.2

亩土地全部租给了合作社，一年下

来能得到土地流转租赁金

7000

多元。俺还养了一二十

头猪，每年能赚两三万元。 ”孙国安对现在的生活十分

满意。

“加入合作社还有哪些好处？ ”趁农户排队等候的

间隙，记者与前来兑粮的农户聊了起来。

“过去种地，一亩地收入也就是千把块钱，除去农

药、化肥的投入，最后剩不了几个钱，就这还不包括人工费。

今年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后，从买种子到化肥、栽种，啥事儿

都不用操心，还能拿租赁金。 ”农户孙仁才说。

大家七嘴八舌，争抢着表达喜悦的心情。

合作的力量

本报记者 赵晓晓

一个融合了农机和农业的合作社， 成了博爱县金

城乡南庄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钥匙”，成了千家万

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无缝衔接的 “黏

合剂”，成了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高架

桥”。近日，记者在博爱县中原种植专业合作社采访时，

感受到了合作的力量。

走进该合作社， 记者看到院内车棚下整齐地排列

着大型收割机、播种机、深松机，施肥机、打药机、山药

开挖机也一应俱全。该合作社理事长孙永利告诉记者，

正是这些农机具，让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2008

年

8

月，在外经商的孙永利回家时听到村里

几个农机户发牢骚：“劲没少出，油没少耗，钱没多挣。”

具有强烈市场意识和为群众服务责任意识的他立刻认

识到，各自为战不如抱团取暖，遂成立了仅有

6

台拖拉

机、

2

台小四轮的博爱县金城农机专业合作社。 机主们

当年的单季收入由以前的

1.2

万元增加到

2

万元。

一次偶然的机会， 孙永利来到该县蔬菜大镇孝敬

镇， 了解到一个大棚投资

6

万多元， 一年收入

5

万多

元， 而自己的农机即使国家补贴

3

万多元后仍要自掏

腰包

5

万多元，而每年的纯利润仅有

2.5

万元。 自己有

了现代化的农机具，又流转了上千亩的土地，怎样才能

土里刨金又成了孙永利思考的一个问题。

2010

年， 博爱县中原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

孙永利任理事长，开始了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土地

经营。 “

2010

年，我们流转土地

1160

亩，每亩地给流转

群众

450

公斤小麦。如果这上千亩土地仅仅种植小麦、

玉米，我们将白白忙一年，基本没有利润。那一年，我们

种了

50

亩铁棍山药、

25

亩生姜，仅这两项收入就高达

230

万元。 ”孙永利说，“今年，我们种植铁棍山药

100

亩、清化姜

100

亩、洋葱

100

亩、怀地黄

50

亩、小麦和

玉米

800

亩，产值将达

800

万元，创利润近

300

万元。”

全村土地流转后， 土地产出效益比以往多

140

万

元；全村

300

多个劳动力得到了解放，有的到该合作社

打工，有的到外地务工，每年增收

400

万元。

土地流转“转”出好日子

本报记者 麻 酩

“俺的

5

亩地在

2008

年农机合作社成立

初就流转了，每年每亩能得到

500

公斤小麦，

在合作社里干活每月还有

800

多元的工资。

同样是种田， 这一年光我自己少说也能挣

1

万多元！”博爱县金城乡南庄村村民程小春高

兴地告诉记者。

1１

月

24

日下午， 记者随我市新闻战线

“百名记者走基层”采访团到博爱县金城农机

专业合作社采访时，恰逢今年新姜丰收。站在

田地里放眼望去， 一筐筐刚出土的新姜煞是

喜人。记者忍不住蹲下来，跟着村民们学起了

怎么出姜。 为什么一棵姜上下颜色深浅不同

呢？程小春告诉记者，从地里刨出来的姜分为

新姜和老姜，上面浅黄色的是新姜，

一般作为来年的种子储存； 下面深

黄色的是老姜，一般用来出售。

“这里种的全是清化姜，不仅块

大、丝细、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味道

鲜、香辣宜口。 ”见到记者对姜感兴

趣，程小春给记者说起了清化姜的好处。

今年

48

岁的程小春在博爱县金城农机

合作社打工已经

3

年，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剩

下小儿子和丈夫去外地打工了， 自己守着田

地，拿着双工资，日子别提过得有多美。

通过土地流转收取租金， 还可以在合作

社里打工挣钱， 在南庄村像程小春这样拿

“双工资” 的农户不在少数。 如今， 博爱县

金城农机专业合作社越来越强大， 南庄村村

民的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 “现在，村里又出

去

100

多人打工， 剩下

100

多个半劳力在合

作社工作， 彻底改变了农民靠天吃饭的局

面。”博爱县金城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永

利说。

土地流转不仅转“活”了农民的土地，也

“转”出了农民的好日子。

农民打工不出村 种田顾家又挣钱

本报记者 杜 玲

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农民变身“农业工人”。

博爱县金城乡南庄村的农民在家门口打工， 不仅挣

到了票子，而且不耽误干农活，还照顾了孩子。

11

月

24

日下午，博爱县中原种植专业合作

社社员张玉琴来到村头儿的生姜种植基地，忙着

拿下种姜，取出老姜。 “这叫‘出姜’，收获咱博爱

特产‘清化姜’！”张玉琴笑着向记者解释。张玉琴

是博爱县金城乡南庄村村民，她把自己家成片的

2

亩责任田租赁给中原种植专业合作社，夫妇俩

成为合作社拿年薪的员工。

记者看到，齐刷刷的姜苗有一尺多高，一部

分土壤已经被挖开， 挖出来的生姜水灵灵的，十

分好看。 “以前附近没有工厂，打工要远走他乡，

孩子他爸外出打工，我在家里照顾孩子，地里的

农活也忙不过来。 ”张玉琴对记者说，“从去年开

始，我把家里的

2

亩土地租给了合作社，和孩子

他爸在合作社里打工，不用出村就能挣钱。 ”

今年

46

岁的张玉琴有

3

个孩子，

2

个女儿

在苏州打工，

10

岁的儿子上小学，家里

4.8

亩地，

成片的

2

亩流转给了合作社，留下

2.8

亩小片地

种上了小麦。

对南庄村的农民来说，最大的感受是生活方

式的改变：以前是为自己种田，现在是到合作社

上班。张玉琴掰着手指细细算了一笔账：“我在合

作社打工年薪

1

万元， 孩子他爸年薪

2

万元，

2

亩土地租给合作社的租金是

2000

多元， 收入与

往年相比多了

3

万元。 ”

“按时上下班，拿着年薪、半年薪，原来的农

民变成了‘农业工人’。 ”博爱县中原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孙永利告诉记者，“合作社种植

了小麦、玉米、蔬菜、山药、生姜，每一个环

节都需要人手 ， 这些工人都是周边的农

民。 ”

如今，在博爱县，越来越多的庄稼人通

过土地流转，实现了在家门口挣钱的梦想。

产业集聚聚效聚能 土地流转流金流银

———我市新闻战线“百名记者走基层”采访团走进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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