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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跻身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培育市行列

本报讯

(

记者许伟涛 通讯员杨文娟、 郑秀丽

)

日前，孟州市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市验收，成为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培育城市。

近年来，孟州市紧紧围绕“提升知识产权优势，

提升核心竞争能力”指导思想，大力推进知识产权战

略，积极培育区域优势，专利申请量逐年增加。

2012

年，该市专利申请量突破

400

件大关，进入全省县市

申请量前十名，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14

件，居全省前

三位，并成功跻身河南省创新型产业集聚区试点、河

南省知识产权优势产业集聚区， 连续八年荣获河南

省知识产权十强县市。

昨日，河南长江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组装抽油机。 近年来，该公司致力于研发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塔架开关磁阻电机型长冲程节能抽油机。 这种创新产品拥有

84

项专利技术，综

合节能率

35%~40%

，平均增产原油

10%～15%

，取代沿用百年有余的游梁式抽油机。 目前，该公司的近百台

创新型长冲程节能抽油机，已应用于中石油冀东油田、长庆油田，中石化胜利油田、中原油田、华北分公司

等。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本报记者 高新忠

造纸，这一国际上公认的永不衰竭产业，在武陟县

发展的如何？

江河纸业———这个靠技术起家的造纸企业， 蜚声

国内业界。 如今，这家企业借助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

正担当着引领武陟打造百亿造纸基地的大任。 此话怎

讲？ 江河纸业下属广源纸业、南北纸业、大指造纸装备

集成工程有限公司等子公司， 主导产品无碳复写纸是

河南省高新技术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20%

以上，并

出口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被河南省确定为

50

家高成

长型企业之一。

风生水起的江河纸业， 仅仅是武陟造纸产业集群

中的典型。 近年来，武陟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战略，

坚持把造纸及纸制品加工作为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来

培育，通过出台优惠政策，加快科技创新，鼓励龙头企

业实施重大项目， 着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造纸

工业基地。目前，全县拥有以江河、瑞丰、大指装备等为

代表的企业

51

家，年生产各类纸制品

80

万吨。

曾几何时， 武陟县造纸企业之多列全省之最，达

100

余家。 同时，造纸污染也成为武陟人心头挥之不去

的痛。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武陟造纸就已颇具规模。

用业内人士的话说，高峰时期，这个县几乎是村村有造

纸，处处被污染。一个小型造纸厂，仅需投资

15

万元就

可投入生产，产品以牛皮纸、麦草纸等低端产品为主。

因为利润较低，工艺落后，这种分布各村的小型造纸厂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污染问题，直到现在，不少有过造纸

厂的村落中还保留着当时临时挖的污水渠。 直至

1997

年，基于国家环保政策的制约，全省一次性关闭的

640

家高污染造纸企业，武陟就多达

80

家。

自那时起，原本风光无限的武陟造纸业，就身陷有

心无力、风光不再的尴尬怪圈，虽闪转腾挪，但总难出

头。 原因何在？ 首先，武陟的造纸企业，普遍规模较小、

产品档次低、治污工艺不合理、治污投入少。其次，武陟

县目前的造林规模尚不能满足生产需要， 原料林建设

的良性循环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武陟造纸工业

的外向度较低， 尚未能和外商或大的企业财团进行合

作，产品内销多，出口创汇少。

看清了问题，找准了症结，关键是得有正确的发展

路径。那么，武陟造纸工业的发展路径是啥？简单说，就

是三个“坚持”：坚持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原则，加强技

术创新，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高造纸行业经济增长中

的科技含量，促进重点企业、重点产品接近或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坚持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搞好资

源节约及综合利用，实现造纸工业快速、健康发展；坚

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下，改革

传统经济模式，把造纸业建设成一个“绿色产业”。

武陟造纸的目标是啥？努力把造纸工业做大做强，

争取建成河南省乃至全国的造纸工业基地， 在现有的

全县年产

23

万吨产量的基础上，新增年产量

130

万吨

左右，使全县的造纸产量达到

150

万吨以上。

据了解，近年来武陟县大力培育造纸及相关产业。

从无碳复写纸到高档文化用纸，从纸浆到纸板，从纸产

品到造纸机械装备， 全县造纸产业上下游产品供应链

的不断拉长，造纸产业综合研发能力的快速成长，成为

武陟县造纸业具备内生动力、 具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

关键所在。

1997

年至今， 从

100

余家大小造纸企业到现在的

51

家，武陟是如何完成造纸行业的快速蜕变？ 靠的就是

小造纸厂的关停，为低污染高产出的造纸企业腾出空间

和环境容量，实现了“腾笼换鸟”，优化了产业结构。

起步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武陟造纸业长期徘徊在

污染严重、“成群不壮观”的落后状态。 为此，武陟县按

照“抓大弃小，增产增效减污，增加产品含金量”的原

则，着力调整造纸业结构，从造纸原料、纸类品种等方

面对造纸行业进行全面调整。

短短几年时间，武陟县依法关闭了

80

家不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污染严重、治理无望的企业；对

9

家不能

稳定达标排放的污染企业进行了治理； 对

1

家重污染

企业实施了搬迁；

4

家企业成功转产为无污染、低污染

企业。与此同时，武陟县坚持民营化方向和国有资本退

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的原则， 先后对一批债务沉重的企

业进行了改制， 把存量变成了增量， 使包袱变成了财

富，其中武陟县红麻造纸厂就是典型的例子。

先后投资

3

亿多元的武陟红麻造纸厂一直未能正

常生产，成为武陟县经济发展的一大包袱。

2002

年，红

麻造纸厂改制为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后， 一台国外

进口的

360

米

/

分钟的“老掉牙”造纸设备经过改造，效

率翻番，成为国内造纸机械行业率先达到

800

米

/

分钟

的造纸机械。科技创新无止境，

1000

米

/

分钟、

1200

米

/

分钟，产品年产量由

1.5

万吨提高到

4

万吨，江河人通

过自主研发， 一步步把国内造纸机械的速度标杆不断

标高，并开发出高档无碳复写纸产品。在完成纸机技术

改造的基础上，江河纸业去年又投资

3.86

亿元，新上

了

10

万吨无碳复写纸项目。 如今，江河纸业的产品远

销世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武陟则成为全国重要的无

碳复写纸生产基地。

如何在不断发展中始终保持活力， 为企业发展铆

足后劲？ 武陟造纸已给出了明确答案。

2008

年，被河南省确定为

50

家高成长型、高新技

术企业之一的江河纸业， 以龙首姿态引领着武陟县造

纸业向尖端挺进。 依托该县实施的重点技术创新工程

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以技术研发为主导的江河

纸业， 江河纸业

2005

年通过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

体系认证，

2006

年通过

OHSMS28001∶2001

国际职业

健康安全体系认证，

2010

年

1000

米

／

分造纸成套设备

通过河南省科技成果鉴定，“水” 牌产品被评为国际知

名品牌。 江河纸业先后完成研发项目

62

个，流浆箱稀

释水等

18

个装置获国家专利，

6

项关键造纸装置获河

南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江河纸业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国产高速宽幅造纸成套装备”研制项目，已取得

重大进展，将填补国内空白。通过废水治理和水循环利

用等项目的实施， 江河纸业吨纸平均综合废水排放量

达

5

吨以下， 排放废水的

COD

含量达

55mg/l

以下，

均低于国家环保总局颁布 《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为

20

吨和

80mg/l

的指标。

瑞丰纸业公司是河南省重点项目， 是焦作市林浆

纸一体化项目实施企业， 年产杨木化机浆

15

万吨，目

前正在建设的高档纸生产线竣工后， 每年将新增产能

20

万吨。 孔怀包装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现代化产品包装企业， 拥有全国最先进的纸箱生

产线， 年产多种规格的产品外包装箱

2

亿平方米。 另

外，还有利人高科、远航印业、富享印业等纸制品加工

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

竞争能力。 目前，这个产业正蓬勃发展，武陟集聚区的

目标是力争到

2015

年， 造纸生产能力突破

150

万吨，

销售收入超

150

亿元。

武陟造纸，如何永不衰竭？ 适应市场多元化消费结

构的要求，发展中高档产品和名牌产品，向“优质量、高

档化、多品种”方向发展，增强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

力，这是武陟县造纸工业得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关

键所在。

（本文采写承蒙武陟县政协调研室多方协助）

车间里的长臂机器人

本报讯 （记者张璐 通讯员陈莉） “大手”一

伸，一摞

24

瓶装的整箱酸奶稳稳地放在了立体货架

上，一会工夫，

6

台长臂机器人就顺利完成了瓶装酸

奶入库前的最后码垛程序。这是记者近日在蒙牛（焦

作）有限公司常温生产车间看到的情景。

与想象中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工作情景不一样，

在蒙牛公司的车间里工人并不多见， 零星的几个工

人在机器人旁边自如地操作着， 一箱箱不同口味的

牛奶从各个生产线有序驶出。据工作人员介绍，机器

人投入使用前

11

条生产线的产品码垛全部为人工

码垛，需要

51

人来完成。 机器人投入使用后一个人

就可以操作两台设备，

6

台机器需要

9

名操作工便

可以完成

51

人的工作。 掰掰手指头一算，一下子能

减少了

42

人的人工成本。

“嘀”的一声，随着工作人员指纹识别器响起，安

全门打开了。蒙牛公司安全员燕云鹏告诉记者，为确

保施工安全， 公司在机器人操作区设立了专业防护

栏和安全门禁系统。 只有专业人员通过指纹识别系

统才能进入工作区域，一旦指纹门禁开启，机器人便

自动处于急停静止状态，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机械对

人的伤害，实现设备的安全运行。

据了解，这

6

台长臂机器人是蒙牛公司于

2012

年年初引进， 是当今国际先进的日本莫托曼四轴多

功能机器人。 机器人通过滚筒链条将产品输送至规

整平台， 并根据纸箱的尺寸大小整理成不同的摆放

形式，同时可以完成抓箱和摆放等不同动作，能显著

缩短纸箱码垛作业的时间，有效降低劳动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

研究所里探科研

本报记者 杜 笠

近日，走进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在河南大地合金

股份有限公司有一个神秘的角落， 这里摆放着先进

的仪器、高科技的设备，聚集着企业的精英，这就是

河南省高端硬质研究中心。

作为世界知名品牌的大地合金公司， 是一家高

技术及工程定向的硬质合金生产企业。 成立不到六

年的高端硬质研究中心， 可以说倾注了大地合金公

司的大量心血。

成立之初， 大地合金公司就聘请国际超硬材料

专家、留美博士陈铮为总经理，组建了由

2

名博士、

4

名研究生带头的研发中心，两年内成功研发出

20

多

种碳化钨刀具产品，拥有

10

多项专利。 研究中心分

为化学研究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全部引进先进

的进口设备。 “这是含氧量分析仪，我们正在为产品

做含碳、含氧量测试。”据工作人员介绍，研究中心的

化学实验室主要是为产品质量做常规测试。“这一边

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这里才是我们公司的核心所

在。”顺着工作人员指的方向，记者来到了一间套房。

在外屋换好无菌服，套上鞋套后，我们走进里屋。

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记者看到与其他实验室

里的瓶瓶罐罐不同， 这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仪器类

似于“微波炉”的盒子。“这是干什么用的？”记者指着

工作人员正在调试的一个仪器问。“我们正在对硬质

合金棒材进行测试， 力求产品的各方面指标始终保

持领先水平。”面对全球棒材和地矿产品的强大竞争

压力，大地合金公司从产品的耐磨性、硬度、强度和

断裂韧性等方面进行全天候测试，力求在最短、最快

的时间内，达到极好而均衡的匹配效果。在国内超硬

材料生产企业普遍使用有机溶剂进行混合材料制备

时，大地合金公司依靠自主研发的水基法工艺，用高

纯水代替有机溶剂，节约成本

50%

。

目前， 大地合金公司系列超硬碳化钨产品超越

国际技术水平，出口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超硬

碳化钨及其工具、刀具、磨具制品生产技术被列为国

家

863

计划，填补了国内空白。大地合金公司在孟州

产业集聚区的新材料产业发展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鑫旗机械：创新之路越走越宽

本报讯 （记者詹长松） 从起初生产几十元一个

的小“油葫芦”，到目前生产几十万元一套的破碎机，

再到即将生产几百万元一套的煤棒挤出机， 焦作市

鑫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闪转腾挪于产品创新的海

洋，转型之路越走越精彩。

始建于

1985

年的鑫旗机械，

2

间瓦房

6

个人起

家，只能生产“油葫芦”等一些小物件，是一个标准的

小家庭作坊。 然而，一以贯之的技术创新之后，鑫旗

机 械 收 获 的 是 产 品 的 成 功 转 型 。 而 今 ， 通 过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鑫旗机械，已成

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企业。 鑫旗机械

生产的可调式高细破碎机、高效节能锤式破碎机、重

型锤式破碎机、移动破碎站及煤矸石、页岩高细破碎

机、高黏度原料高细破碎机、颚式破碎机、反击式破

碎机、环锤式破碎机等成套设备，广泛用于煤炭、冶

金、矿山、水电等行业，产品畅销河南、河北、陕西等

地，并出口俄罗斯、印度等国家。

“原来这些产品的主要客户是采石场，但随着各

地生态环保意识的增强，陆续对采石场进行了关闭，

公司产品的销售也受到了极大影响。”鑫旗机械总经

理赵军旗说，“针对这一情况， 公司立即对产品进行

了转型，将破碎机产品对准了制砖瓦企业。”为此，鑫

旗机械联合河南理工大学等高校， 经过一年多的联

合研发，成功研制生产了

XQKP

型可调式高细破碎

机、

XQKP

型煤矸石页岩高细破碎机 、

XQKP

型高

黏度原料高细破碎机等砖瓦企业专用破碎设备，有

效解决制砖瓦企业粉碎设备维修量大、锤头不耐用、

原料湿度大易堵塞、粗粒多等问题。这一系列产品的

台时产量比同类产品高

15%

且耗电量低， 成品率则

达到

95%

以上， 对原料适应的湿度也由原来的

10%

提高到

15%

。

昨日，当记者走进鑫旗机械时，恰逢赵军旗风风

火火地赶回厂里。“公司正准备新上的煤棒挤出机项

目，很快就能落地。”他所说的新项目，就是公司利用

自身机械加工的优势， 投资约

7000

多万元的

2500

万吨型煤配套煤棒挤出机生产线项目。

“该项目利用的是型煤技术，就是把一种或多种

性质不同的煤炭，按着本身特性经科学配合掺混一定

比例的添加剂、固硫剂等，使其发热量、固硫率、挥发

份等指标满足预定的指标，并加工成型的生产技术。”

赵军旗说，而生产煤棒挤出机的设备和技术，公司原

来都基本具备，只要拓展一下，产品就从破碎机扩展

到一个既有关联又完全崭新的领域。 这将又是鑫旗

机械型煤技术专注产品创新与转型的精彩一笔。

呼 唤 新 模 式

□

微 言

造纸术，曾经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

点缀得熠熠生辉。 往事越千年，换了人间。 今天，当造纸业再度被提起的

时候，却赫然发现了这样的现实：行业消耗林木量大，污染严重。 如果不

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造纸业就成了一把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

因此，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下，改革传统经济模式，把造纸业建设

成一个“绿色产业”，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意

义就非同一般。 在这一方面，武陟造纸业的转型，做得就比较好。

武陟造纸，号称十万从业大军，擎起产业大旗，一直是武陟经济“顶

梁柱”。 举足轻重于武陟工业经济的造纸产业，当下受困于环保限制、生

产成本激增等诸多压力，规模和产值增幅都上去了，但成本空间缩小，利

润同比下降。但武陟造纸终究必须直面现实课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

展？ 令人可欣慰的是，凭借积淀的产业基础，凭借市场供求刺激，还有最

为可贵的武陟造纸人对行业发展的自省和觉醒、高度和视野，武陟造纸

仍有曙光在前。

为啥说武陟造纸曙光在前，就因为其独具特色的“三个坚持”，即坚

持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原则，加强技术创新，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高造

纸行业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促进重点企业、重点产品接近或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坚持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搞好资源节约及综合

利用，实现造纸工业快速、健康发展；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循环经

济理念的指导下，改革传统经济模式，把造纸业建设成一个“绿色产业”。

造纸业实行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好木材消耗量大和环境污染这两

个问题。我国造纸业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造纸原料以草类纤维为主，木

材造纸仅占总产量的

14%

；二是纸厂数量多、规模小、消耗高、污染大，产

品档次低，质量差。业内人士认为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必须采取多种途

径，实现造纸原料的重大调整，大力发展人工速生林，扩大利用南方松、

杨木、桉木和桦树等树种，充分利用林区采伐、加工剩余物，合理利用次

小薪材等。同时，还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有效合理利用芦苇、麦草、竹子等

非木材纤维原料，扩大废纸的回收利用，以及适当地扩大木片和木浆进

口量等措施。

从造纸业治理污水来看，这已成为世界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大

问题，造纸业是我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三大产业之一，其排放的污水量

已占到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的

10%

以上。 当前，要把污水治理和结构调

整结合起来，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实现达标。 通过“关、停、并、转、迁”和

“三改一加强”等途径，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把一批污染大，消耗高，效益

差的小造纸坚决关掉。同时，积极引导向其他行业转移，对于污染严重且

效益较好的造纸企业，要坚决停下来，集中治污，实现达标后再开工生

产，要鼓励治污达标且效益较好的造纸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资本扩张

兼并一批造纸企业，走统一治污、分散造纸之路。

实事求是地说，造纸业是在我国加工制造专业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

下，为数不多且需求不断增长的行业之

一，其发展是具有一定潜力的，关键是

要转变发展模式， 尽早过环保这道坎，

方可步入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图为河南大指造纸装备集成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秦林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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