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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代木，“点草成金”。湖北荆门市东宝区
通过一根秸秆不但撬动一条绿色家居产业链发
展，还同时带动绿色建材和装配式建筑发展，为
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夏收之后，田间铺满小麦秸秆。与往年不
同，东宝区农民汪述宝今年的小麦秸秆不再粉碎
还田，而是打包“离田”。2019年汪述宝收购 1.2
万吨秸秆，年营业收入达480万元。

“1.2吨秸秆可以加工 1立方米禾香板，一年
要‘吃’30万吨秸秆。”万华板业副总经理杨志坚
介绍，禾香板通过剥离植物茎秆的强力韧性纤
维，再用粘合剂加工，能直接进行贴面或油漆，在
强度、弹性、膨胀率、握钉力等性能上，甚至优于
木质板材。

2016年，来自山东的万华板业公司落户东
宝区。2018年，由万华板业与德国迪芬巴赫公
司共同研制的生产线投产。生产线采用全球领
先的“自动挡”压机设备造价5亿元，比“手动挡”
设备效率提高 3倍，原料节省 20%。然而，万华
板业开足马力，原料却“吃不饱”。万华板业常年
需储备30万吨秸秆，而东宝区年收储量只有6万
吨。

东宝区副区长代祖全说，采用禾香板技术不
但生态效益明显，经济效益也很可观。一条禾香
板生产线每年消耗秸秆 18万吨，消化 50万亩农
田的秸秆。按亩产秸秆400公斤算，农民每亩农
田可增收80元左右。

为了支持企业发展，破解原料瓶颈，东宝区
成立2个秸秆收储中心，建立21个收储点。区领
导分赴周边钟祥、沙洋、京山以及襄阳、荆州、宜
昌等地，推动秸秆回收利用，企业秸秆收购半径
扩大至 100公里。东宝区出台秸秆回收奖补政
策，回收一吨秸秆补贴20元，还出资集中采购打
捆机具。2019年全区兑现奖补资金 1100万元，
确保秸秆原料满足企业生产需求。

东宝区立足板材、主打环保、突出家具、打造
全链，大力招商引资。亚丹家居、诗尼曼、伊仕利
等7个定制家居品牌企业，就地消化禾香板等秸
秆板材，完善产业链配套，形成绿色家居产业聚
集。

万华板业与亚丹家居、诗尼曼交叉持股，投
资 2000万元增加 3条贴面板生产线，形成板材、
贴面、家居“三厂合一”。“企业靠近板材生产区，
板材无需运到广东工厂贴面，大大减少了物流运
输成本。”杨志坚说。

今年3月，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正式授予
东宝“中国绿色家居之都”称号。借此东风，东宝
区大打绿色牌，扩大“朋友圈”。司空新家装智能
制造项目签约，计划在东宝投资 30亿元建设产

业园，通过工厂化生产实现定制化精装修。此外，冠东家居、伊恋家居、晨旭家
居、海太欧林办公家居等企业，也相继落户东宝，多条智能家居生产线正加快建
设，东宝区绿色家居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

除此之外，东宝区把绿色建材和装配式建筑产业也纳入主导产业，为打造
绿色家居之都聚能。东宝区与住建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合作建设了占地
2万亩的绿色建材和装配式建筑产业园，成功引进中建PC、俊丰钢构、萨莱玛木
屋等企业。如今，东宝区已形成了从绿色板材、板材深加工、配套材料，到定制
生产、产品包装、物流配送、专业市场的全产业链布局，形成了以板式定制家居
和实木定制家居为主的定制家居产业集群，装配式建筑板块完成了PC结构、钢
结构、木结构的全结构布局。

完整的产业链条与合理的产业格局加速了东宝区绿色家居之都产业集聚
集群发展。今年，东宝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逆势竞进，新引进绿色建材和
装配式建筑产业项目 30个，总投资 109.7亿元。目前，东宝区绿色建材和装配
式建筑产业园已入驻企业 150多家。东宝区委书记刘振军表示，“十四五”期
间，东宝区将全力以赴加快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步伐，力争绿色建材和装配式
建筑产业园入驻企业300家，实现产值1000亿元。 （连迅 刘洋）

本报讯 11 月 16 日，广州市工信
局印发了《广州市深化工业互联网赋
能改造提升五大传统特色产业集群的
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广州
聚焦发展纺织服装、美妆日化、箱包皮
具、珠宝首饰、食品饮料等五大优势产
业集群。

到 2022 年，广州市将形成 5 个行
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转型解决
方案，打造 100 家数字化转型标杆企
业，建成 1 个“定制之都”消费体验中
心，带动 1万家企业上云上平台，培养
10 万名数字化转型产业人才。其中，
支持“定制之都”消费体验中心项目建
设最高补助 2000万元。

《若干措施》明确了三方面的主要
工作任务。其中，实施产业集群“数

造”行动期间，广州将建设五大行业工
业互联网平台，遴选、组建 5 个“1+2+
N”供应商联合体（即面向每一个集
群，形成行业解决方案服务商、跨行业
跨领域平台等两方紧密合作的建设主
体，协同N个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包
括但不限于工业设计、共享制造、物流
仓储、直播电商、金融服务等）。这些
联合体将共同建设行业级工业互联网
平台，形成集群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推动形成国家工业互联网行业标准。

广州也将打造百家数字化转型企
业标杆。遴选集群内具有带动作用的
骨干企业或具备示范效应的中小企
业，推动“1+2+N”数字化解决方案落
地应用。每个集群内打造 20 家数字
化转型方案应用企业标杆。

《若干措施》要求，市属工业类企
业集团的工业互联网覆盖率不低于
60%，集团核心业务板块覆盖率比例
不低于 80%。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贷款的支持，对集群标
杆培育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提供“数
字转型贷”产生的本金损失。

此外，广州还将编制产业集群企
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指引，形成指导集
群内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应用产品目
录、规范和流程。全市将组织供应商
联合体与集群内企业开展对接。

在推进融合消费体验方面，广州
计划建设“定制之都”消费体验中心。
政府对流花展馆及周边商业体等进行
改造提升，建设全球“定制之都”消费
体验中心。同时，引导标杆企业及品

牌商家入驻体验中心，建设定制服装、
定制皮具、定制家居、定制化妆品等主
题消费体验馆，促进“广州展示”向“广
州定制”延伸发展。

为支持数字化产业集群和“定制
之都”消费体验中心建设，《若干措施》
制定了 8 条政策措施。例如，对符合
条件的“定制之都”消费体验中心建设
项目，按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 30%
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2000万元。

广州还计划对集群工业大数据展
示体验中心建设及人才培训提供场地
和资金支持。其中，第一年补贴当年
租金的 50%，第二年补贴当年租金的
40%，第三年补贴当年租金的 30%。
单个企业每年租金补贴不超过 50 万
元。

本报讯 11月 6日下午，江苏省镇
江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和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联
合授予镇江市“中国醋都 镇江”称
号。这是目前中国食醋行业的最高荣
誉，也是镇江近年来获得的又一块

“国”字号招牌。
镇江醋业协会会长朱炳国告诉记

者，拿到“中国醋都”称号的，镇江是第
一也是唯一。截至目前，镇江食醋生
产规模达 50万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
过 10%，是全国食醋品类最丰富，也是
出口量最大的城市。同时，“镇江香
醋”的品牌价值高达 458.92亿元，位列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第二。本地龙
头企业恒顺的食醋产销量，连续 25年
位居全国第一。

为充分发挥镇江醋原产地核心优
势，推动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
国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共建管

理办法》(修订版)文件精神，镇江市在
今年申报了“中国醋都 镇江”授名。
10 月中旬，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专
家组来镇江实地考评和论证。镇江食
醋产业悠久的历史传承、独特的酿造
工艺、优良的产品品质、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影响力给专家组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根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官网公布
的《中国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
共建管理办法（修订版）》，轻工业特色
区域和产业集群称号的授名分为都、
基地（城、园、区等）、乡（镇、街等）三
级分类，按行业进行专业分目。其中

“都：是指在该区域产业优势、区域特
色突出，行业或产品综合，主导产品产
量、销售量居全国同行业前 3名；或该
地区主导产品出口居全国同行业前 5
名，或以具有历史形成的、传统特色的
特别著名品牌产品为核心，对国内外

市场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对轻工行业
发展贡献特别突出的地区。”

镇江食醋龙头企业恒顺醋业也是
在今年迎来了创建 180周年。在恒顺
180周年高质量发展峰会上，镇江市委
书记马明龙表示，恒顺在 180 年间几
起几落、化茧成蝶，靠的是一股百折不
挠的奋斗伟力。镇江要把这种永不服
输、敢于争雄的城市精气神激发出来，

实现新路超越、争得城市荣光。
记者了解到，为了打造“镇江香

醋”的品牌。2008年，镇江建成国内首
个专业性醋文化主题博物馆，集文化
遗产保护、科普教育、工业旅游等功能
于一体。2016 年，作为全国首个对食
品行业进行地方立法的城市，《镇江香
醋保护条例》经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实施。

本报讯 11月 21日，福建省企业
与企业家联合会联合福建省社会科学
院发布了“2020 福建企业 100 强”榜
单。从榜单来看，福建省大企业整体
规模和效益增长态势良好。数据显
示，今年福建百强企业入围门槛为
70.47亿元，比去年增加12.55亿元；总
营业收入 39711.34亿元，相当于去年
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 93.7%，比上年
增长 13.74%；纳税总额为 2138亿元，
比上年增长 7.1%；最高营业收入为
3519.52亿元，比去年增加146.6亿元。

企业研发投入也呈现持续增长态
势，百强企业研发费用总计为 203亿
元，较上一年增长9.3%。研发投入最
大的三家企业分别是宁德时代、省电

子信息集团、省冶金控股，其中宁德时
代的研发费用高达29.9亿元。高研发
投入带来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据统
计，福建百强企业共拥有发明专利数
8876项，比上年增加22%。

从行业来看，百强企业中含制造
业企业 47家、服务业企业 37家、建筑
业企业 15家、采掘业企业 1家。但在
榜单前十的企业中，有 7家为服务业
企业，制造业、采掘业和建筑业各 1
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略性新兴产
业百强榜单中，民企上榜数量达 72
家，凸显民营企业在推进福建省产业
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

本报讯 11月21日，山东省淄博市
第二届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举
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马
勇，山东省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副主席
陈光为“中国酿酒要术发源地”揭牌。

本次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
加快培育白酒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推
进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精神，把脉
定向“十四五”淄博市白酒产业发展，为
提升淄博市白酒产业在全省的龙头地位

和在全国的知名度，努力打造中国白酒
“淄博版块”，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市政协主席丛锡钢、副市长袁良出席会
议。

据了解，淄博市地处世界黄金名酒
带北纬 37°线，具有得天独厚的酿酒条
件。近年来，淄博市立足良好的白酒产
业基础，秉承坚守与变革并重、传承与创
新并举，持续深化白酒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传承和发扬白酒文化，健全白酒质量

标准体系，保护产区生态，专注提高白酒
品质，先后涌现出国井、黄河龙、百粮春、
鲁源、高阳、中轩、国缘等一批国内知名
品牌。在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下，白酒产业正迎来国家产业政策
调整的重大机遇期。淄博市白酒企业和
企业家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积极争创
细分行业和细分市场领军企业，全力打
造百亿级鲁酒振兴示范引领区。

刚刚过去的“双 11”，河南
省信阳市淮滨县邓湾乡小集村
蚕桑加工厂生产的金淮蚕砂枕
热卖，两天时间内营业额高达
50多万元。

走进小集村金淮桑蚕专业
合作社加工车间，记者看到十
多位当地村民被分成两组，一
组剪桑叶，另一组正在烘烤炒
制桑叶茶。

邓湾乡党委书记杨昌兴介
绍：“在乡党委指导下，桑蚕专
业合作社建成电商产品中心 1
座、加工车间 2座、蚕丝被、桑
叶茶、桑果干等生产线4条，能
够满足周边 2000 亩桑蚕产品
加工需要，该基地是目前河南
省内技术集成度高、蚕茧质量
稳定、综合效益好的现代化养
蚕示范基地。”

在加工基地“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
宣传灯箱格外引人注目。

“这便是我乡与新里镇携手建立的
桑蚕特色产业‘党建联盟+产业联盟’办
公室，也是电商产品中心。”杨昌兴告诉
记者，“邓湾乡在过去有蚕桑养殖的历
史，近些年，我乡以淮河生态廊道建设为
契机在沿淮小集村、罗营村、赵店村、王
台村发展桑蚕产业近 2000 亩，打造了涵
盖种植、养殖、初加工、深加工、线上电
商、线下实体 6 个环节的全产业链条，形
成了从农场到工场再到市场的全方位发
展格局。”

目前，“桑蚕双联盟”模式，已覆盖金
淮桑蚕专业合作社党支部等 9 个基层党
组织，辐射了邓湾、新里、王店、王家岗、
谷堆 5个乡镇 8个村和金鹰丝绸等 9个新
型经营主体，与金鹰丝绸、阿里巴巴淘小
铺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并在产业链上
建立了 34 个党小组，吸纳党员 66 名，链
接 632 户群众 334户贫困户通过养蚕、务
工、销售等途径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村
集体通过桑园出租、资产租赁年增收20万
元，有效地推动了党建、产业和集体经济

“三位一体”融合发展。 （吴彦飞）

本报讯 近年来，安徽黟县依托区
域资源优势，开发独具地域特色的黑
茶、黑果、黑粮、黑鸡、黑猪等“五黑”产
业，在产业品种、种养模式、经营体制、
生产加工、品牌营销等方面进行全链条
式升级，着力打造“五黑”品牌，有效提
升了农业产业的附加值和知名度。

为了产业发展，黟县修订《黟县五
黑农业特色产业扶持政策（2020年修订
版）》，专项扶持五黑产业生产基地、产
业精深加工、品牌创建、营销推广、技术

支撑与科技创新、金融保险等。并编制
完成《黟县五黑产业发展规划》，科学划
定适宜发展区域，细化明确区域布局、
产业和产品结构。

同时，还组建了由中国农科院、安
徽省农科院、安徽农业大学及省市农业
系统 18名专家组成的五黑特色产业专
家库，加强与省农科院的战略合作。

在农产地环境治理和生产源头管
控方面，黟县搭建“五黑”农产品质量追
溯平台，建立畜禽养殖备案制度，开展

五黑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建成黑
猪黑鸡养殖场污染防治项目4个，24家
经营主体获“三品一标”认证品牌，黟山
石墨、黟县香榧、黄山黑鸡分别荣获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黑猪产品获得进沪
许可，古黟黑茶通过欧盟进口相关指标
检测。

数据显示，2019年黟县“五黑”产业
实现综合产值 4.33亿元。今年力争实
现综合产值6亿元。截至10月底，综合
产值约为5.3亿元。

““中国醋都中国醋都””花落江苏镇江花落江苏镇江
发挥原产地核心优势发挥原产地核心优势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广州将建“定制之都”消费体验中心
对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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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荆门万华禾香板业公司在忙碌生产。该企业年产无醛秸
秆生态环保型绿色板材25万立方米，每年可消化秸秆近30万吨，形
成秸秆综合利用、循环发展产业链。 （刘 洋/摄）

福建企业100强榜单发布
47家制造业企业上榜

山东淄博打造鲁酒振兴示范引领区

安徽黟县专项扶持“五黑”产业
年内有望实现产值6亿元

河
南
信
阳
：
小
桑
蚕
吐
出
大
产
业

本报讯“新智造”为工业赋能，开
拓了江西省工业经济新境界。18265台
（套）应用智能装备、1293个数字化车
间、12家省级智能制造基地，五年来，这
些智能装备、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制造基
地，正改变江西省工业生产模式和运行
状况。记者看到，生产数据大屏幕实时
显示车辆分布，自动规划采矿作业生产
计划，从而得出产量最大、运距最短、效
率最高、消耗最低的最优方案，推动采
矿更加高效节能。

“新智造”，是设备越来越高级、人
工越来越少，更是互联网时代下的工业
发展新路径。江西连续 3年举办世界
VR产业大会。VR和 5G、AI，共同推动
本省“新智造”迈出大步：有色行业在线
监测，电子信息企业车间互联互通，纺
织服装企业用大数据为产品精准定
位。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汇聚，弹性匹
配，动态共享。在赣州市南康区龙回工
业园的共享智能备料中心，企业实现共
享备料、共享打样、共享打磨，这个国内

家具产业首个5G独立组网工业互联网
工厂，可满足 60-100家家具企业的日
常用料生产需求。

“新智造”加快江西工业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从 2015
年的 1380 亿元倍增至 2019 年的 4580
亿元；航空产业成为千亿元产业。五年
来，全省累计培育 302家两化深度融合
示范企业和 15家示范园区，2019年江
西省两化融合发展指数为80，增速居全
国第三。

两化融合指数增速居全国第三 江西“新智造”为工业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