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6 日，位于经开区的龙丰纸业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春节假期刚过，
经开区的企业纷纷开工生产，开足马力赶制订单，力争首季开门红。

本报记者 王金勇 通讯员 申彦红 摄

企业生产忙

力争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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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濮阳客户端

装在玻璃瓶里的细小白色颗粒，
经过改性加工， 能制成承重 100 公斤
的拉杆箱，还能制成人造卫星太阳模
板、防弹玻璃、高档面料等。 这是市盛
通聚源公司生产的聚碳酸酯新材料

具有的独特魅力。
君恒生物公司生产的二代生物

柴油，以餐厨废弃油脂以及棕榈酸败
油、酸化油等为主要原料，经过催化、
加氢处理， 实现废弃油脂循环利用。
这也是我国目前凝点最低的生物柴

油，属于绿色高端燃料。
在南乐县国家生物基材料产业

园里， 玉米芯、 玉米秆转化为 L- 乳
酸、聚乳酸等工业原料 ，最终变身为
可降解的塑料袋、农用薄膜、服装、汽
车内饰材料等产品，成为化解白色污
染的“绿色奇兵”……

这些，只是濮阳新材料产业的一
小部分产品。

近年来 ，我市锚定 “两个确保 ”、
实施“十大战略”，坚持以新发展理念
为引领，围绕加快推进资源枯竭城市
全面转型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产业
转型 ，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聚焦
聚碳新材料 、生物降解新材料 、绿色
涂料、 高端聚烯烃等新材料产业，补
链强链延链，着力打造国内一流新材
料产业基地， 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
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新材料产业交出“新答卷”

濮阳是新兴石化城市。 1975 年开
始中原油田会战 ，1983 年组建濮阳
市，可以说，濮阳整个城市因油而建、
向油而兴 ，形成了体系完备 、门类齐
全的化工产业基础 。 因油气资源衰
减，2011 年 11 月，我市被列入全国第
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

面对新形势新征程，自 2021 年以
来，我市突破惯性思维 ，打破路径依
赖，抢抓科技和产业变革机遇 ，在原
有“三大三专”产业体系基础上，大力
发展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新一
代信息技术“四新”产业，并把新材料
产业放在“四新”产业之首 ，“无中生
有”、 有中出新， 着力推动产业集群
化、高端化发展 ，涌现了一批科技含
量高 、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项目 ，交出
“弯道超车、换道领跑”新答卷———

神奇的“PC 塑料”，即聚碳酸酯，

是濮阳聚碳新材料科技园的“拳头产
品”。 位于范县的聚碳新材料科技园，
共有企业 22 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9 家，年产值近 90 亿元，是我市培育
壮大新材料产业促进转型升级的“代

表作”。 盛通聚源、远东科技等龙头企
业积极创新研发新技术，打破了国外
技术垄断， 打通了产业链上下游，为
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021 年 12
月， 市聚碳新材料产业联盟成立，标
志着濮阳的聚碳新材料产业发展迈

上新台阶，为河南打造“材料强省”提
供了强劲支撑。

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作为全

国两家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之一、河
南省内唯一重点支持的国家级产业

示范集群，是我市发展新材料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 自 2014 年至今，该产
业园通过技术引进和集聚发展，已形
成从玉米、玉米秸秆到 L- 乳酸、聚乳
酸 ， 再到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完整链
条。 目前，该产业园汇聚相关企业 16
家，星汉生物、宏业生物、龙都天仁等
龙头企业稳步壮大，生产的可降解垃
圾袋 、购物袋 、餐具等产品已通过国
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认证、
欧盟认证，年产量超 50 万吨。

绿色涂料，也是濮阳新材料产业
的主力军。自 2016 年以来，中国·濮阳
绿色涂料产业园从无到有 、 快速发
展，东方雨虹、展辰、三棵树等 20 余家
知名涂料企业相继落户，全国首支涂
料产业绿色发展引导基金成功设立，
已入驻和即将落地的涂料项目概算

总投资超 200 亿元。 预计到 2025 年，
绿色涂料产业园基本建成，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200 亿元， 税收 15 亿元以
上。 去年 7 月，我市成功举办 2022 广
东涂料产业发展（濮阳）大会，亚太国
际涂料产业大会永久会址落户濮阳。
我市被工信部列为高端绿色专用涂

料优先发展产业承接地。
高端聚烯烃具有高技术含量、高

应用性能和高市场价值等特点。 近年
来， 我市围绕中原石化加快转型，拓
展延伸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茂金属聚
乙烯 、 高端特种树脂电工膜等产业
链，突出发展“专精特新 ”企业 ，培育
了中原大化、蓝星化工、联众化工、君
恒生物等一批骨干企业，建成了聚烯
烃工程中心、高端润滑材料产业研究
院等研发平台，初步形成了高端聚烯
烃全产业链。 2022 年 4 月，市高端聚
烯烃产业联盟揭牌成立，助力我市加
快打造全省重要的高分子材料产业

基地、全国重要的超高分子材料生产
基地。 （下转第二版）

﹃
新
材
料
﹄
铸
造
濮
阳
发
展
﹃
新
优
势
﹄

本
报
记
者

段
利
梅

春节刚过，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
村，金灿灿的阳光洒满一排排白色食
用菌大棚。 大棚里，菌包整齐有序，菌
菇长势旺盛 ；大棚外 ，闫彩玲开着红
色电动小汽车， 后座上放着刚采摘的
蘑菇，行动带风。 路上碰见熟人，被调
侃一句“彩玲现在可是赚着钱了”，她
咧嘴笑个不停。

讲致富，难免要讲从前；讲从前，
就光想掉泪儿。 “公公有食道癌，婆婆
有糖尿病，都得常年吃药。 俺当家的
又在工地上出了事， 没法干重活儿，
家里连孩子的学费都掏不起 。 那日
子，真不是过的。 ”闫彩玲说。 后来，村
干部找到她 ，让她种蘑菇 ，没承想种
出个“金疙瘩”。 第一年，她把贫困户
的帽子摘了；第二年，把 2 万元外债还
清了，还买了车。 更高兴的是，“种植
能人”“三八红旗手”等各项荣誉也得
了不少，闫彩玲成了当地响当当的致
富带头人。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 近年来，特
别是 2021 年以来， 清丰县深入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 “三起
来”重要指示精神 ，聚焦 “四个强县 ”
目标，全力推进 “一区两园 ”建设 ，把

做强产业作为强县富民的根本， 以产
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力， 增进民生
福祉，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县经济社
会呈现出“成高原”的良好态势，全面
夯实强县富民经济支撑。

主导产业崛起成势

筑牢强县富民顶梁柱

在清丰丽曼俪家居有限公司，整
个生产车间没有粉尘，没有异味，各种
智能化生产设备有节奏地自动化运

转，或激昂高亢，或轻柔舒缓，仿佛是
在演奏交响乐。

“目前， 家居行业多采用手工焊
接，存在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稳定
等问题。 ”驻足全自动焊接机器人旁，
该公司负责人张显国为记者讲解先进

设备的魅力，“而这台机器人的弧焊
工艺具备不同摆动样式功能，可在不
同型材上进行搭接 、角接 、单边等多
种焊接 ，不会出现不均匀 、焊穿等现
象，零部件间对接焊缝和角接焊缝间
隙小于1 毫米。 在减少人员 50%、提升
效率 50%的情况下， 年产软体家具 10
万件，实现年产值 3.6亿元，带动 500 余
人就业。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 （记者 樊欣欣 通讯员 郭

彤） 2021 年 7 月， 在全省重大项目建
设暨 “三个一批 ”推进会上 ，省委发出
项目建设最强动员令。 一年多来，我市
压茬推进“三个一批”活动。 截至 2022
年底 ，我市共开展 “三个一批 ”项目建
设活动 6 期，纳入省监测平台项目 542
个，总投资 4195.5 亿元。 经滚动转化，
在省监测平台项目共 218 个， 其中 38
个 “签约一批 ”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 ，
111 个“开工一批 ”项目已全部建成投
产，69 个“投产一批 ”项目已全部投产
达效。 前三期和前四期“三个一批”项
目综合评价成绩分别为全省第四名 、
第五名，持续位居全省第一方阵。

产业占比大幅提升。总投资超百亿
元的南乐县生物基聚酯新材料、清丰县
森思达农光互补氢能综合利用开发项

目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纷纷落地。
未来产业加快塑造。 我市成立氢

能产业联盟，设立氢能产业研究院，落
地上海陕耀水电解制氢设备生产 、国

鸿氢能氢燃料电池、 海德利森加氢站
等项目 ，构建氢能制 、运 、储 、加 、用全
产业链。

龙头带动不断增强。 落地运达风
电大兆瓦风机装备生产、 库珀新能源
风电塔筒及吊装设备生产等项目 ，远
景大兆瓦智能风机装备 、天顺风电装
备产业园等项目加快建设， 全省重要
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初步显现。 京东
智能城市 （濮阳 ） 数字经济产业园
2022年新入驻企业 150 家， 产业园全
年实现产值 5 亿元； 聚碳新材料科技
园 、绿色涂料产业园等 “区中园 ”成形
成势，生物基材料全产业链全面打通，
国内一流新材料产业基地集聚效应凸

显。
创新驱动加速汇集。落地省生物基

材料中试基地、河南投资集团生物基聚
酯新材料产业链等项目，形成从原料到
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龙都智慧岛
项目构建了“创新平台—众创空间—孵
化器—加速器”企业全生命周期孵化链

条，形成了“创新岛、人才岛、金融岛”三
岛融合创新创业生态。

1 月 28 日，我市举行第七期“三个
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当日，共签约项目
39 个，总投资 304.85 亿元，其中先进制
造业项目 35 个，占比 89.7%；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 21 个，占比 53.8%。 开工重
大项目 59 个，总投资 252.9 亿元，其中
先进制造业项目 30 个，总投资 183.9 亿
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21 个，总投资
135.1 亿元。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新
的一年， 我们将围绕创新能力提升、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发展、绿色低碳
转型、民生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坚持
工作跟着项目走、 资金跟着项目走、要
素跟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项目走，高质
量谋划项目、高水平推进项目、全方位
服务项目， 接续发挥项目建设对促投
资、稳增长的支撑作用，为濮阳高质量
发展蓄势赋能。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同
志说。

去年 4 月份，“吃亏书记”李连成有
了新职务———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综

合示范区党委书记。
西辛庄综合示范区以西辛庄村为

核心， 包括 5 个村 5100 口人 6700 亩
耕地，总面积 5.6 平方公里。 新组建的
综合示范区党委 ，下辖 5个行政村党
支部 、1 个医院党支部 、1 个企业党支
部，李连成任党委书记。

“县委决定成立综合示范区， 是为
了进一步发挥西辛庄的示范带头作用，
带动周边村共同发展。 ”李连成明白，自
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让我当这个党
委书记，就是让我带头干活儿的。 我坚
决带好这个头，俺一个村富了，其他村
不富，我心不安。 ”

70 多岁的李连成干劲儿不减 ，他
比以前更忙碌了。

1 月 31 日，大年初十，西辛庄综合
示范区内， 温室大棚内的蔬菜长势正
旺。李连成手把手地向大棚承包户靳永
北传授种菜诀窍：“种大棚要靠脑子，要
多考察市场，了解行情，不能盲目跟风，
要明白物以稀为贵的道理。 ”

“去年寒露你让我种油菜， 我就撒
了一棚，看现在的行情，这一个棚能净
赚 1 万块钱，听你的保准没错。 ”靳永北
附和道。

像靳永北这样承包蔬菜大棚的还

有好几家，李连成放心不下，几乎每天
都要到大棚去 。 特别是春节刚过 ，市
场上绿色蔬菜需求量大，供不应求。 李
连成不仅教大家如何精细化管理，还
教大家如何考察市场、把握销售时机，
让这些承包户都能赚到钱。

每天早上 6 点，是西辛庄综合示范

区党委例会时间， 定在这个时间开会，
是为了不耽误村里白天干活。

“东辛庄村的鲜切花基地筹建得怎
么样了？ ”“魏榆林头村的下水道开挖进
展如何？”“张榆林头村的天耕农业工程
项目资金筹措情况怎样？ ”“黄庄村的
大棚蔬菜销路好不好？”几个村的大小
事情，李连成都在心里装着呢。

每天除了听大家说说 ，李连成还
要操心到现场看看 ，当面指导 ，现场
督促 ，想办法解决临时出现的棘手问
题。

忙碌中，时间飞转。 眼下春天就要
到了，万物迎来最好的生长季节，走进
西辛庄综合示范区， 到处一片繁忙景
象。 “忙起来好呀，忙了说明有活儿干。
有活儿干，农民的生活就有奔头儿。 ”李
连成笑着说。

“吃亏书记”履新以后……
本报记者 王庆红 通讯员 闫宏雨

我市压茬推进“三个一批”活动
积 蓄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动 能

编者按 日前，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公布河南省第三批践

行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
名单。 其中，清丰县作为我市唯一
入选县，成功获此殊荣。

近年来，清丰县紧扣高质量发
展主题，坚持产业发展与人民增收
并重，倾力打造“四个强县”，实现
强县富民整体跃升；重点领域改革
稳步推进， 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实
现改革发展质效双增；加快推进濮
清同城化发展，不断完善城乡基础
设施， 实现城乡贯通深度融合，探
索出了一条县域高质量发展新路

径。
据了解，省有关部门将在扩权

放权、环境容量、土地指标、节能指
标、 项目布局等方面给予倾斜支
持，赋予示范县（市）156 项省辖市
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即日起，本报推出系列综述，全
面展现清丰县在践行县域治理 “三
起来”中的路径、经验和成效，敬请
关注。

解锁强县富民的“清丰密码”
———清丰县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系列综述之一

本报记者 李振涛 通讯员 王世冰

图片

本报讯 （记者 王庆红） 2 月 6 日，
市长万正峰在全市能力作风建设第三

十次周调度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拼字当
头、快字为要，保持“开局就是决战、起
步就要冲刺”的竞进姿态，铆足干劲拼
经济，以周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
奋力夺取一季度开门红。 市领导赵建
玲 、惠康 、李向前 、张连才 、刘冰 、陈晓
华、周锋、张宏、聂长明、蔡洪峰、张勇在
主会场参加会议，赵丽玲在范县分会场
参加会议。

会上，市“十大战略”和重点工作专
班书面交办本周工作，并对工业园区气
化岛项目、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环卫设备生产项目、上海贝睿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物基材料中试基地项目、
天能循环经济产业园新型铅蓄电池数

字化及智能充电项目，以及高标准农田

建设工作、复工复产工作、2022 年黄河
生态环境警示片涉濮问题整改工作、国
土绿化工作、乱占耕地问题及整改工作
等重点事项和重要工作进行专题调度。

就做好当前各项工作，万正峰强调
以下几点意见。

一是全力拼经济，确保开门红。 尽
快推动复工达产，持续抓好监测调度，
积极做好政策争取， 为实现经济增长
提供坚实支撑。

二是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问题

整改。 坚持结果导向、问题导向，在认
识上再强化、措施上再加力、责任上再
压实，形成全市上下通力协作、齐抓共
管的良好局面， 确保问题全部按期限
整改完毕。

三是坚决扛牢耕地保护责任。 务
必落实清零要求，健全联防联控机制，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统筹抓好耕地质
量提升、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农田水
利建设等各项工作， 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

四是立即展开招商引资攻势。 主
动走出去谈项目， 跟踪服务好签约项
目，创新开展“以商招商”等招商活动，
务求招商引资工作实现新突破。

五是迅速掀起国土绿化热潮。 抢
抓当前造林绿化黄金时节， 加快工作
进度 ，组织实施好 、管理维护好 、提升
打造好，高质量完成绿化任务，着力打
造绿化精品工程。

六是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强
化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 抓好安全生
产、污染防治、信访稳定等各项工作，着
力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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