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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德化城关的工业园区，竟
然看不到一根烟囱，如果不是4.2公
里长的陶瓷文化景观长廊和满街的
陶瓷企业广告，人们很难想到这里
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

记者在福建省德化县采访发
现，该县陶瓷业近年呈现快速增长
态势，生态环境非但未遭受破坏，森
林覆盖率还从30年前的56.9%提高
到现在的77.7%，人居环境质量跃居
福建省首位。

推行“能源革命”
化解“林”“瓷”矛盾

福建德化与江西景德镇、湖南
醴陵并称为我国三大古瓷都，是陶
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目前也是
我国最大的工艺陶瓷产品生产和
出口基地。县委书记吴深生说，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德化迎
来陶瓷业的大发展，随之带来林木
资源难以为继、烟煤型污染严重等
问题。当时，德化烟囱林立，村村
点火，户户冒烟，生态环境遭到严
重破坏，森林覆盖率最低时只有
50%左右。

据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
章武介绍，从那时起，德化县力推陶
瓷窑炉技术改造，实现了从以柴烧
瓷到以电代柴的第一次能源革命。
此后，德化县又研发了以电、油、液
化气、天然气为能源的窑炉技术，
2004 年实现了从以电代柴到天然
气烧瓷的第二次能源革命。福建
省第一个液化天然气加气站就诞在
德化县。

“全县陶瓷企业的煤气炉全部
被销毁，共损失10多亿元。正是县
里这种改革的魄力，让德化陶瓷走
上了绿色发展的路子。”泉州顺美集
团董事长郑泽洽说。

目前，德化县 98%以上的陶瓷
企业使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该
县成为全国第一个无黑烟污染的陶
瓷产区，2012年获得了“国家绿色能
源示范县”称号。

当前，德化县正在全力攻关，进
行微波烧瓷中试，掀起第三次能源
革命。郑泽洽说，微波烧瓷是用微
波辐照来代替传统的热源，能够使
得陶瓷坯体快速脱水，既降低能耗
成本，又提高生产效率。

打造循环经济模式
提升陶瓷业竞争力

能源革命解决了“林”“瓷”矛
盾，保住了森林资源，而德化县全力
打造的循环经济模式更是节约了资
源并提升了陶瓷业竞争力，使得德
化陶瓷市场状况不断好转。

德化县经贸局局长温明源说，
循环经济模式主要是围绕陶瓷、
矿业等主要产业实行废物再生利
用、循环利用。德化在全国率先使
用“废瓷再生陶瓷”生产工艺并投
入批量生产，重新加工利用陶瓷企
业产生的废瓷土、废石膏、废陶瓷，
年回收废石膏模约22万吨。此外，
德化矿业尾矿被充分利用生产加
气混凝土砌块、陶瓷色釉和尾矿陶
瓷等产品，每年回收利用尾矿 10
万吨。

记者在德化协发光洋陶瓷有限
公司看到，污水进入沉淀塔后进行
分层，其中的泥料被压成一块块泥
饼，重新用于生产陶瓷。处理后的
污水已清澈如初，重新回收用于工
业生产。

循环化改造使德化走上了绿

色、低碳发展之路，该县被列为全国
12个区域循环经济典型模式案例之
一，是福建省唯一被列入国家循环
经济典型模式示范名单的县份。德
化陶瓷产业竞争力也不断提升。据
统计，德化再生陶瓷比普通陶瓷原
料成本下降 30%，烧成成本下降
50%。2013 年，德化实现陶瓷产值
150.1亿元，同比增加20.7%。

转变林业经营模式
培育森林资源

德化县一方面在发展陶瓷业过
程中保护林业资源，另一方面加快
城镇化建设步伐，转变林业经营模
式，发展林下经济，推动林业资源的
保护和培育。

吴深生说，德化县近年一直
在积极推动“大城关”发展战略，
推动人口向城关集中。聚集发展
使得广袤的农区和林区得以休养
生息。

此外，德化县还转变林业经营
模式，每年林木生长量都大于消耗
量。记者在雷峰镇蕉溪村沿着一条
羊肠小道向山坡上走了 300 多米，
看到一袋袋铁皮石斛绑在松树等树
木的树干上。

“这是县里大力推广的一种林
下经济模式，利用当地丰富的森林
资源和林荫优势，把铁皮石斛种在
树上，进行高效立体种植。”德化养
生源铁皮石斛专业合作社技术顾问
李江山说。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林
地可以种 2000 株铁皮石斛，每株
铁皮石斛平均为 5 克，保守计算
每公斤铁皮石斛卖 1000 元，每亩
可以获得收益 1 万元。如果把这
亩林地的树木砍掉，木材顶多卖
2000 元。所以，农民会更加珍惜当
地的森林资源。

（新华社福州2月10日电）

——瓷都福建省德化县绿色发展见闻

没有烟囱的陶瓷基地

2013年我省企业经济效益稳中有升
2月8日，来自河南省财政厅的统计信息显示，2013

年，纳入财政部门企业经济效益月报统计范围的全省企
业运行状况良好，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4万亿元，实现
利润总额1022.9亿元，营业收入、实现利润和企业资产
总量稳步增长。

去年，全省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24174.3亿元，
同比增长7.5%，增幅稳中有升。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14113.4亿元，增长3.3%；非
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10060.9亿元，增长14%。

去年，全省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022.9亿元，同比增
长14.2%。 （据《河南日报》2014年2月11日2版）

税务总局：居民企业认定审核权限下放
日前，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

实施居民企业认定有关问题的公告》（下称《公告》），明
确了居民企业认定审核权限下放至省级及以下税务机
关后的相关管理措施。

根据《公告》，居民企业认定申请由主管税务机关初
审后，层报省级税务机关确认，在境内跨省投资的，经省
级税务机关确认后抄送其他投资地相关省级税务机关，
认定申请不再上报税务总局审核确认。《公告》明确，省级
税务机关确认居民企业认定申请后，30日内抄报税务总
局，由税务总局网站统一对外公布。

（据《人民日报》2014年2月11日10版）

广西改革工商登记制度
日前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透露，在

广西，创业的门槛和成本，将大幅度降低：实收资本不再
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无需提交验资报告；企
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住所和经营场
所登记手续也将简化。

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是广西今年推出的首项综合改
革措施。“改革旨在按照便捷高效、规范统一、宽进严管的
原则，通过简化审批、优化服务，放宽市场准入管制，激发
社会投资活力，促进形成诚信、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自治区工商局局长张虹说。

（据《人民日报》2014年2月11日10版）

福建今年缺工8万左右
在11日举行的“春风活动”现场，福建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年福建省企业用工形势
总体平稳，在实行动态平衡后，缺工8万左右。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王建民说，
在经济增长和积极就业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今年的就业
形势总体变化不大，仍然是鞋帽、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缺口比较大，规模以上企业比较稳定，用工需求缺口主要
来自动态性的用工需求。

（据新华社福州2月11日电）

坚持效益优先 推动优化提升
今年，洛阳石化将狠抓项目建设推进新一轮发展

昨日，记者从中国石化洛阳分公司
（以下简称洛阳石化）获悉，今年该公司
将紧紧围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
突出抓好安全环保、优化增效，统筹推
进管理提升、项目发展和队伍建设，努
力推动企业持续科学发展，为洛阳建设
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做出
新贡献。

2013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市场环境
和各种困难挑战，洛阳石化上下同心协
力，团结拼搏，取得显著成绩，全年加工
原料油 784.1 万吨，生产炼油产品 745.5
万吨、化工化纤产品61.8万吨，实现营业
收入549.8亿元，上缴税金70亿元，同比
增加6.4%。全年该公司共有6套装置进
入中国石化总部优胜装置行列，共有22
项指标创历史最高水平。

2014年，洛阳石化全年计划加工原
料油779万吨，生产炼油产品738万吨、
化工产品15万吨、化纤产品46万吨。

坚持效益优先 推动优化提升

今年，洛阳石化将继续调整优化工
作运行模式，以资源配置、生产运行、产
品方案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
标，深入开展效益测算，科学安排生产运
行，并根据市场变化和阶段性生产特点，
及时进行动态优化调整，抓好生产经营
全过程优化。

今年，洛阳石化将以镇海炼化为标
杆，找差距、定措施、抓落实，努力取得更
大进步，力争炼油主要技术指标向千万
吨级炼厂平均水平看齐。

与此同时，洛阳石化还将狠抓成本
控制和降本增效，对成本费用指标实行
分类管理，强化原材料采购价格管理，深
化全员成本目标管理，加强成本费用监
督考核，全面加强成本费用全口径管理、
全过程控制。

抓好项目建设 推进新一轮发展

洛阳石化 1800 万吨炼油扩能改造
项目是全市关注的重点项目。

今年，洛阳石化将加大统筹、协调力
度，努力推动环评、核准工作取得突破，
促成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切实抓好项目
方案优化工作，从装置匹配、技术路线、
能耗物耗、环保水平等各方面，进行全
面、系统优化，确保在投资规划阶段就奠
定未来创效的基础。另外，洛阳石化还
将同步推进配套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尽
快完成鲁豫原油管道项目环评、安全评
价及路线规划，争取在 6 月获得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原油商储库争取
3 月开工建设，油罐主体工程年底前完
成。成品油储备库力争第三季度开工建
设。成品油管道项目年底前完成核准所
需的全部支撑要件。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洛阳
石化一些在建和新开工项目正在全力组织
实施。热电站、两套催化装置烟气脱硫脱
硝改造和污水处理提标改造等项目将确保
如期建成并实现开工投产一次成功。“三
泥”无害化综合利用、轻质油品罐区增上油
气回收设施等项目建设已全面启动。该公
司负责人表示，公司将在马年快马加鞭，确
保这些项目早建设、早投用、早见效。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志伟 通讯员 王晓源

昨日，在高新区凌波路河南惠尔纳
米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
在对磁珠法DNA提取试剂盒成品进行
出库前检查。

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纳米科技研
究和纳米材料制造的高科技企业，研制
的生物磁珠系列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均处
于国内领先水平，产品广泛应用于疾控、
刑侦、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领域。公司拥
有教育部教育装备重点实验室和纳米生
物材料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记者 鲁博 通讯员 刘岳纳 摄

惠尔纳米产品
国内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