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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粮食深加工：革故鼎新又一春

本报记者 李 秋 詹长松

玉米产业因其附加值高而被人

们视为“黄金”产业。

焦作的玉米深加工企业主要集

中在孟州市。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

代， 孟州市粮食深加工企业生产的

淀粉、 酒精等传统产品就已名声在

外，

90

年代是其最为辉煌的时期。

从山西、 陕西等地来送玉米的

车队排成了长长的队伍， 厂里生产

出来的淀粉、 酒精还未出厂就被抢

购一空……当时， 孟州大大小小近

百家淀粉厂和酒精厂门前车水马

龙，门庭若市，“孟州酒精”从此走向

全国。 但随着市场的调整和政策的

变化， 大批乡镇企业逐渐 “淡出江

湖”，孟州粮食深加工产业已风光不

再。

近日，当记者走进孟州，对粮食

深加工企业进行深入采访时， 却惊

喜地发现， 这里的粮食深加工正在

悄悄地进行着一场颠覆性的 “革

命”。它们已跳出传统的粮食加工的

老框框， 利用生物科学和技术来加

速发展粮食的深加工， 并获得了成

功； 不少自主研发的粮食深加工产

品被国家和省列入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 有的产品还填补了生物工程领

域的空白。

“老玉米”找寻新青春

玉米既是人们的口粮， 又被称

“饲料之王”。同时，玉米也是重要的

工业原料，可加工成玉米淀粉、玉米

蛋白粉、变性淀粉、木糖醇、谷氨酸

等，产品多达

3000

余种，广泛应用

于纺织、汽车、食品、医药、材料等行

业。 在粮食加工行业摸爬滚打了

30

多年的谢红根认为， 玉米一直是多

用途作物，深加工产业选择余地大、

发展路子宽，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如今， 在孟州大地有一支粮食

深加工大军。据有关部门统计，孟州

市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

216

家，其

中省市龙头企业

25

家，玉米深加工

企业

17

家，华兴、鑫源、金玉米、河

阳等

8

家已成为行业佼佼者。目前，

孟州的玉米年加工能力在

200

万吨

以上，就地转化率达

98%

，小麦的年

加工能力约

40

万吨，就地转化率达

68%

， 粮食深加工年销售收入超过

40

亿元。

作为传统产业的粮食深加工产

业转型升级潜力巨大。 孟州以建设

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为契

机，积极引导企业调整发展战略，补

齐和延长产业链，形成门类齐全、综

合配套较强的产业体系。

新技术补齐产业链

作为玉米产业链里重要一环，

酒精行业具有投资周期短、 成本回

收快、资本积累率高等特点。成立于

1980

年的焦作河阳酒精实业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玉米深加工的

股份制企业， 在全国酒精制造行业

中名列前五， 年加工玉米

30

多万

吨，年产食用酒精

11

万吨。

“只有夕阳技术、 没有夕阳产

业， 只要坚持进行技术改造和科技

创新 ， 传统产业照样能够发挥优

势。”河阳酒精相关负责人张伟伟认

为。就目前的状况看，酒精行业属于

微利行业，附加值特别低，原料的成

本约占销售收入的

80%～85%

，企业

稍有不慎就可能会亏损。

酒精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

酒精废醪液，其含水量大、蛋白质含

量高， 如果直接丢掉会给环境带来

巨大的污染。 河阳酒精利用废醪开

发蛋白饲料技术， 综合治理废液生

产沼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目

前， 河阳酒精年产

DDG

高蛋白饲

料

8

万吨， 副产沼气

2000

万立方

米。

在孟州， 提起华兴酒精厂几乎

无人不知。 它始建于

1949

年，起初

以粮食加工、酒精生产为主，每天玉

米消耗量最大时可达

2000

吨。

1998

年， 华兴酒精厂经过改制成立了焦

作市华兴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并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所合作， 建成

了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及省级生

物工程技术中心， 对玉米相关产品

进行深度挖掘。随着蛋白饲料、醋酸

乙酯、 玉米精炼油以及

B

—环状糊

精等医药、食品添加剂研发生产，一

条较为完整的玉米产业链形成了。

目前， 华兴公司的

B

—环状糊精产

品占据了国内

80%

的市场份额。

为实现玉米产业链条中多种产

品的共线生产，

2010

年， 华兴公司

投资

12.5

亿元上马了年产

1000

吨

色氨酸、

4000

吨苯丙氨酸 、

6000

吨

阿斯巴甜项目。目前，华兴公司第一

期工程正在进行试生产， 项目建成

后，年可新增产值

10

亿元，利税

2.3

亿元。至此，华兴公司真正实现了主

导产品从酒精、 淀粉等低附加值向

阿斯巴甜、 医药中间体等高附加值

产品的转换。下一步，华兴公司将以

国家十二五期间重点支持发酵工业

发展为契机，计划投资

6

亿元，启动

二期项目， 建设年产

1500

吨缬氨

酸、

1000

吨

L

—异亮氨酸等

4

个项

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华兴公司将新

增就业岗位

600

人， 可实现年产值

18

亿元，利税

4.2

亿元。

“新路子”延长产业链

依托玉米淀粉产业， 加之地理

气候和投资环境的优势 ，

2007

年 ，

孟州市引来了核黄素全球市场占有

率达

60%

的广济药业。目前，广济药

业孟州公司总投资

6.2

亿元的年产

2500

吨饲料级核黄素项目一期工

程已建成投产， 综合成本比广济药

业总部低

15%

， 产品优级率高出

10%

。 以此为依托，孟州市还大力建

设生物产业园， 总投资达

60

亿元，

将分别建设

10

万吨

L

—乳酸、

5

万

吨虾青素 、

30

万吨果糖浆等

16

个

项目。

船大好出海，树大好乘凉。由于

拥有在医药食品、化工、生物、工程

方面有相当造诣的科技人才队伍，

广济药业孟州公司自主研发出目前

国际上最先进的微生物发酵法生产

工艺，被商务部、科技部列入其联合

发布的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的

技术目录》；自主研发的“核黄素”新

菌种应用于工业化大生产技术；自

主研发的第三代高产菌株制备核黄

素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获

得国家专项资金扶持。 该公司主要

设备发酵罐， 无论在数量上和体积

上均属世界之最， 所生产的核黄素

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产品销往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超过

2

亿元。 同时，广济药业的落户还拉

动了当地粮食深加工业， 饲料、食

品、化工行业，能源、运输以及服务

等相关行业的加速发展。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上发展，

这是孟州在促进粮食深加工产业科

学发展中的一个范例。 仅用二三年

时间就打造出一个年产值达

23

亿

元的大型企业， 也在二三年时间内

就建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最大、 最强

的核黄素生产基地和国内最大的现

代生物农业产业链系列品种生产基

地。

孟州粮食深加工可以说跳出了

靠机械生产传统产品的老路子，正

向生物科学新领域进军， 先人一步

采用物理、 化学方法和发酵工程等

一系列新工艺和高新技术对玉米进

行深度加工。 随着加工层次的不断

加深，产业链条不断拉长，已形成了

较为完整的玉米经济系统， 有力地

推动了孟州乃至焦作深加工产业的

发展， 从而拉动了周边玉米价格的

走高， 对提高当地农民收入起到了

积极作用。 特别是孟州地区粮食深

加工产业集中度的提高， 当地玉米

已远远不能满足本地消费需求，其

辐射半径不断向山西、 陕西甚至东

北三省扩展， 目前已成为焦作乃至

河南地区粮食深加工产业发展最快

的地区。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

隔理。 孟州市粮食深加工的产业经

验值得借鉴， 每家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虽然不尽相同， 但每家企业的经

营理念都大致相通， 就是他们在从

传统产品向现代产品转换的进程

中，始终遵循革故鼎新这一法则，在

产品的科技创新上不断推陈出新，

在产品的生产上做到应用一代、储

备一代、研发一代，始终让自己的产

品走在了科技和市场的最前沿。 正

因如此，才为这些企业、这个产业迎

来了一个个可持续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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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被商务部、科技部列入其联合

发布的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的

技术目录》；自主研发的“核黄素”新

菌种应用于工业化大生产技术；自

主研发的第三代高产菌株制备核黄

素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获

得国家专项资金扶持。 该公司主要

设备发酵罐， 无论在数量上和体积

上均属世界之最， 所生产的核黄素

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产品销往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超过

2

亿元。 同时，广济药业的落户还拉

动了当地粮食深加工业， 饲料、食

品、化工行业，能源、运输以及服务

等相关行业的加速发展。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上发展，

这是孟州在促进粮食深加工产业科

学发展中的一个范例。 仅用二三年

时间就打造出一个年产值达

23

亿

元的大型企业， 也在二三年时间内

就建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最大、 最强

的核黄素生产基地和国内最大的现

代生物农业产业链系列品种生产基

地。

孟州粮食深加工可以说跳出了

靠机械生产传统产品的老路子，正

向生物科学新领域进军， 先人一步

采用物理、 化学方法和发酵工程等

一系列新工艺和高新技术对玉米进

行深度加工。 随着加工层次的不断

加深，产业链条不断拉长，已形成了

较为完整的玉米经济系统， 有力地

推动了孟州乃至焦作深加工产业的

发展， 从而拉动了周边玉米价格的

走高， 对提高当地农民收入起到了

积极作用。 特别是孟州地区粮食深

加工产业集中度的提高， 当地玉米

已远远不能满足本地消费需求，其

辐射半径不断向山西、 陕西甚至东

北三省扩展， 目前已成为焦作乃至

河南地区粮食深加工产业发展最快

的地区。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

隔理。 孟州市粮食深加工的产业经

验值得借鉴， 每家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虽然不尽相同， 但每家企业的经

营理念都大致相通， 就是他们在从

传统产品向现代产品转换的进程

中，始终遵循革故鼎新这一法则，在

产品的科技创新上不断推陈出新，

在产品的生产上做到应用一代、储

备一代、研发一代，始终让自己的产

品走在了科技和市场的最前沿。 正

因如此，才为这些企业、这个产业迎

来了一个个可持续发展的春天。

赵固二矿实现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杜笠） 近日， 记者从河南煤化焦煤集团赵固二矿获

悉，一季度该矿煤炭产量、进尺、营业收入分别完成计划的

107.32%

、

100.31%

、

108.75％

和

114.62%

，平均块煤率高达

40.5%

，吨煤单位制造成

本较计划减少

11.37

元，安全管理和生产经营喜获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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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MBA/EMBA焦作校友会成立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丽娟）

5

月

19

日，郑州大学

MBA/EMBA

焦作

校友会成立大会在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来自社会各界的

40

多名校友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郑州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

记孙恒有、多氟多董事长李世江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话。

郑州大学

MBA/EMBA

焦作校友会是由焦作籍或者在焦作工作生

活的所有郑州大学

MBA/EMBA

在校同学和毕业校友自愿组成， 并经

郑州大学

MBA/EMBA

教育中心同意成立的由同学自我管理、 自我运

行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

孙恒有对焦作校友会的成立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希望校友会成为

母校与校友沟通交流的桥梁，团结校友，加强联系，焦作校友将会越办

越好。作为郑州大学

MBA/EMBA

焦作校友会名誉会长，李世江代表校

友会全体成员对母校的培育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号召广大校友

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多学习、多研究、敢于承担社会责任，为焦作的

经济发展多作贡献！

“老玉米”也有春天

□

微 言

写下这个标题，应归功于罗大佑的一首歌《野

百合也有春天》。 因为是它启发了我，让我举一反

三，联想到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已名声在外的孟州

传统玉米深加工，在历经辉煌之后“淡出江湖”，却

又在“寂寞的角落里”积蓄力量，在经济转型的风

信里，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众所周知， 玉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粮食

,

既可以作为再生的工业原料和能源资源， 又因其

属于产业链可以延长的产品， 具有多次加工增值

的潜力，被誉为“软黄金”。 特别是近年来，曾经的

“老玉米”又添加了“新身份”———除了最基本的农

业种植以及初级的食品、饲料加工以外，还出现了

采用物理、 化学方法和发酵工程等技术对玉米进

行深度加工的产业。

如此产业背景，正是孟州玉米深加工这支“老

玉米”迎来春天的宏观语境。而当我们内观其转型

升级之路， 不难发现该产业的春天也理应有着自

身的微观解读。 毕竟，如今在孟州有着一个由

216

家企业组成的农产品加工产业群体， 其中省市龙

头企业

25

家，玉米深加工企业

17

家。

当然，“老玉米”之所以有春天，更重要的是在

于孟州玉米深加工通过“拉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

加值”，绘制出了一个“横到边、纵到底”的转型发

展路线图。 不信你看， 孟州玉米深加工的产业转

型，可谓路径清晰。

补链招商，借船出海。

2007

年，孟州引来了核

黄素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60%

的广济药业。 这是孟

州在促进粮食深加工产业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经典

范例。 如今，广济药业孟州公司总投资

6.2

亿元的

年产

2500

吨饲料级核黄素项目一期工程已建成

投产，以这个企业为依托的孟州生物产业园，总投

资

60

亿元， 分别建设

10

万吨

L-

乳酸、

5

万吨虾

青素、

30

万吨果糖浆等

16

个项目，不仅打造出一

个年产值达

23

亿元的大型企业，还造就了一个在

世界上最大、 最强的核黄素生产基地和国内最大

的现代生物农业产业链系列品种生产基地。

技术改造， 吃干榨净。 就如何提高产品附加

值，孟州鑫源食品有限公司则通过技术改造升级，

谱写了玉米深加工的另一个传奇。在鑫源食品，一

粒粒玉米通过清洗、浸泡、破碎、分离后，可分为胚

芽、玉米皮等副产品直接出售，而

69%

的淀粉则进

入下道工序，继续“变身”为精制麦芽糊精、葡萄

糖、蛋白粉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乳制

品、豆制品、奶制品、医药等领域。即使是浸泡过玉

米的废水，也作为玉米浆，以每吨

500

元的价格出

售，进入饲料、医药等行业。

然而，孟州玉米深加工发展到今天，成绩和经

验不应成为其走下去的羁绊藩篱， 更应该成为下

一步转型提升的动力。 以世界上玉米产量和深加

工量第一的美国为例， 随着对玉米构成成分和价

值属性科学认识的提高，加上加工技术的革新，玉

米综合化开发利用路线完全颠覆了玉米单一化开

发利用路线， 其开发的玉米产品就有

3000

多个。

同时，其对玉米资源的利用，也采用“循环经济发

展模式”，由原来的开放型短产业链转向封闭型长

产业链，有效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对照差距， 孟州玉米深加工的转型升级当路

途正远，且前途无限。 至于转型方向，是否可放在

加速新产品研发上，主动创造自己的“市场蓝海”？

如此一来，相信“老玉米”不仅能拥有春天，还能春

发夏长，华英成秀。

金

牌

班

组

﹃

雷

语

﹄

多

本报记者 杜 笠 本报通讯员 王 威

这是一支煤海尖兵，全班

33

人，平均年龄

34

岁，曾多次荣获集团公司先进班组称号，连续几年

单班进尺名列全矿第一；这是一个金牌班组，大专

以上学历

4

人，中级工以上人员占

60%

，多次获评

矿级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这就是刚刚荣获河南省

“工人先锋号”的河南煤化焦煤集团赵固二矿综掘

二队张保华班。听说这个班组的“雷语”风靡全矿，

近日，记者忍不住前去一探究竟。

“雷语”一：安全是祖先，比啥都

靠前

在张保华班，大家最重视的就是安全。用班长

张保华的话说就是：“安全是祖先，比啥都靠前。干

煤矿就得像敬祖先一样， 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

位。 ”

张保华充分利用班前班后会、 安全活动日等

机会，教育班组员工牢固树立“从零开始，向零奋

斗”的安全理念。 同时，他还利用培训课让员工讲

述自己的安全心得、作业窍门，并演示事故预想预

处，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

张保华班十分注重强化现场安全管理， 严反

“三违”。 在治理隐患上，他们坚持班前检查、班中

排查、班后复查，不放过一处死角，不遗留一个隐

患；在严反“三违”上，他们坚持铁手腕、铁面孔、铁

心肠，坚决从严从重处理，绝不姑息。

有一次， 一名工人因干活时出汗多就把安全

帽带解开了，这恰恰被张保华看到。张保华当场责

令他系好帽带，并记“三违”一次，扣除其“双基分”

2

分，还让他在全班作检讨。 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张保华班近几年来杜绝了轻伤及以上事故，

顺利实现了安全零目标。

“雷语”二：进尺是亲娘，没娘哪

有奶

在张保华班，记者听到了另一句“雷语”：进尺是亲娘，没娘哪有奶。

“雷语”原创者张保华摸着头发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在煤矿，安

全第一，生产就是第二。干综掘没有进尺，就等同于没有工资，总不能让

全班

30

多名弟兄跟着我喝西北风吧？所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是

铆足了劲带领弟兄们抓生产、赶进尺。 ”

为了把综掘进尺搞上去， 张保华带着班组员工不断寻求创新和突

破。 在区队的大力支持下，他们摸索出了“两好三保四快”高效掘进法，

大大提高了工效。“两好”即协调沟通好、设备维护好，“三保”即保安全、

保质量、保循环，“四快”即交接班快、前期准备快、循环施工快、落实技

术措施快。

在

11071

工作面上顺槽掘进施工期间 ， 张保华班先后遭遇了

F136

、

F137

、

F138

、

F139

、

F30-1

五条断层，特别是

F30-1

断层，落差达

7

米，是矿井建矿以来煤巷揭露出的落差最大的断层。 巷道围岩破碎、顶

板淋水，支护难度大，加上又是上山掘进，给施工及质量标准化工作都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张保华组织全班员工召

开“诸葛亮”会，研究出了短掘短支、半排半搁的掘进施工办法，圆满完

成了队里下达的进尺任务。

2012

年，张保华班实现年进尺

1749

米，占全队总进尺的

42%

，工

程优良品率

100%

，还创造了最高班进尺

10.8

为的好成绩，为综掘二队

全年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雷语”三：班组是咱家，家和万事发

“俺们保华班长还有句口头禅，那就是‘班组是咱家，家和万事发

'

。在他的带领下，全班

30

多号人团结的就像亲兄弟一样。 ”一名员工笑

着告诉记者。

“俺这个班之所以能在

2012

年夺得全矿‘安全、进尺、出勤率、员工

收入、质量标准化’五项第一，秘诀就在于我们高度重视班组建设，大家

都把这个班当成了自己的家。 ”张保华深有感触地说。

在张保华的努力推动下，全班员工齐心协力共建以“安全生产型、

质量效益型、学习创新型、文明和谐型”为主要内容的“四型”班组。他们

围绕“制度怎么建、安全怎么保、培训怎么搞、质量怎么抓、成本怎么控、

工资怎么分、稳定怎么做”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有效提升

了班组管理水平和员工综合素质，增强了班组的劳动组织能力、岗位创

新能力、抵制“三违”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

2012

年，张保华班先后开展了“安全生产、青年当先”“我为班组节

支降耗献一计”“困难员工大家帮”等活动，提合理化建议

20

多条，实施

小改小革创新活动

15

项，节约材料费

5

万多元。

多氟多科技工程数字化领先

成为全省企业培育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王轶皓、 吴海峰） 日前， 从省科学技术厅获悉，

本次我省有

28

家企业成为河南省“十二五”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数

字化企业培育单位，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多氟多在信息化方面有着坚实基础。 十余年来，凭借信息化支撑，

多氟多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企业，发展成为为行业领头羊，先后

承担实施多项国家级项目， 多次受到各级政府褒奖。 本次荣列河南省

“十二五”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数字化企业培育单位，是对多氟多科

技创新和信息化工作的再次高度认可。

河南省天阳铝合金车轮有限公司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为市场切入点， 不断

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其产品铝合金汽车车轮在市场供不应求。 今年

1~4

月，该公司生产

的铝合金汽车车轮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33%

。 图为近日该公司车间工人正在检

测铝合金汽车车轮的产品质量。 黄福兴 宋国庆 摄

近日，孟州市河阳酒精公司的发酵罐上，员工正在观察设备运行

情况。 去年，该公司投资

7000

万元，完成年产

12

万吨优级食用酒精

生产线和新技术改造项目，今年投入运营后，企业呈现产销两旺的局

面。 张泽斌 摄

近日，河南省淼雨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饮料扩建项目工地上工人正在搭建厂房棚架。该

公司投资

4

亿元，年产

60

万吨“四大怀药”系列产品和果蔬饮料扩建项目，经过紧张施工

建设，目前部分设备已安装到位，二期部分厂房主体结构也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