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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标准+扶持=更大的市场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
知名的高端金属管件上市企业，为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增强产品竞争力，该企业不仅严格
实行标准化管理，而且主动参与到标准的制
订工作中。以本企业为主起草了“浙江制造”
产品标准《高速列车制动系统用精密不锈钢
无缝管》，在高速铁路飞速发展和国家“一带

一路”大背景下对我国高铁产业的发展具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公司也不断赢得更大的行
业话语权。近年来，该公司生产的高速列车刹
车系统用精密不锈钢管需求逐年上升，年需
求量超过 2000 吨以上，市场占有率稳步攀升
到 35% 以上，在国内同行业中名列前茅，这
也是吴兴企业积极参与“浙江制造”产品标准
制订的缩影。

为了推动辖区企业产品标准提档升级，
增强产业竞争力，吴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
过引导企业开展对标、达标、制标、评价工作，
推动区政府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明确对自
主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浙江制造”标
准的企业，分别予以奖励 120 万元、60 万元
和 30 万元；对通过“绿色制造”认证、“浙江制
造”认证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极大地
激发了广大企业自主创新的热情。

质量+创新=更高的标杆

市政府质量奖，是湖州市政府设立的最

高质量荣誉奖。获奖企业均为质量管理水平
和自主创新能力在国内、省内同行业中处于
领先地位，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企业。吴兴区已有 7 家企业获市政府质量奖，
21 家企业获区政府质量奖，21 家企业获“三
强”企业称号。以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为例，该企业建有国内先进的管道检测
试验中心，通过多项国际认证，拥有授权专利
70 多项，综合工艺技术水平达到世界一流。
企业通过质量提升取得跨越式发展，成长为
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试点企
业、浙江省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拥有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省级
科技创新团队等科研平台。

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是评选“市政府
质量奖”的重要指标，这一模式的引入，有
效地助力了企业质量管理工作的推进。目
前，吴兴区已有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企业
83 家。全区通过“浙江制造”认证的企
业，产品 100% 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

准或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0% 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 100% 导入卓越绩效管理
模式，这些领军企业均在各自行业内起到了
质量标杆的引领作用。

品质+认证=更响的品牌

“浙江制造”国际认证作为自愿性产品认
证中的典型示范，通过“一次评审、一张证书、
两个标志”的方式，降低企业认证的综合成
本，是浙江制造业高品质高水平的代名词。在
“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中，吴兴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不断创新机制，筛选了一批重点产业和
试点企业，形成“浙江制造”品牌培育梯队。对
列入培育对象的行业和 20 余家重点培育企
业，对照“技术创新、管理卓越、质量先进、产
业带动”等“浙江制造”标准，找出差距，分别
制定行业与企业“浙江制造”品牌培育方案。
为了帮助更多的本地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该局近年来持续开展专题培训和宣传贯彻工
作，提升企业参与“浙江制造”品牌认证的能

力和热情，促进企业有层次有梯度的发展。今
年累计开展相关培训 8 场，参加企业 150 余
家次，培训人员 1300 余人。

吴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瞄准国际标准提
高水平”的新要求，吴兴将持续践行新发展理
念，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不断推动“浙江制
造”标准提档和“品字标”企业创建，推动供给
质量稳步提升，全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广告·

浙江制造评审会

湖州市吴兴区是浙江省确立的“浙江制
造”试点县(区)之一，近年来，该区持续推进
标准强区、质量强区、品牌强区战略，不断深
化“浙江制造”品牌建设，地方品牌价值实现
质的飞跃。目前，该区已累计发布“浙江制造”

产品标准 10 项，在研 6 项，且全部达到国内
乃至世界先进水平。吴兴区在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上奋力前行，培育出了一批在全国都能
叫得响的品牌，企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有
力地促进了国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绿色发展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
电(记者谭谟晓、林凯、邰晓
安)地处福建中部的三明市，
被誉为中国最绿省份的“绿
海明珠”。让人惊叹的是，在
这座空气质量名列全省前茅
的城市，有一座正在申报国
家 AAA 级旅游景区的 60
岁的钢厂——— 福建三钢集
团。厂与城和谐共生的奥秘
在哪里？记者近日走进三明
和三钢集团，一探究竟。

三明，先有工业后有城。
在三明，有一首广为流

传的民谣：“小小三元县，三
家豆腐店，城里磨豆腐，城外
听得见。”这是三明前身三元
县的真实写照。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炼钢的声音开始
响彻城里城外。

三钢建于 1958 年，目
前是福建省最大的钢铁企
业。曾几何时，三明市粉尘
污染严重。“一年吃进一块
砖”，当地百姓在谈到空气
质量时颇为无奈。

“必须让空气质量‘脱胎
换骨’！”面对污染，当地政府
痛下决心，“搬迁”一度成了
三钢的选择。然而，搬迁事
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钢厂能
否适应新环境等更是未知
数，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绿色发展、转型升级是
唯一出路。”三钢董事长黎立
璋深有感触地说，环保问题
事关企业生死存亡和百姓生
活质量，不转型不行，转慢了
也不行，必须作为头等大事
抓实抓好。

思路有了，才有出路。三
钢在厂区各个角落安装了摄
像头，一旦监控到擅自排污，

便严格问责重罚。震慑力有了，员工环保意识不断增
强。

环保意识觉醒迈出了绿色发展的关键一步。随
后，三钢在淘汰落后装备上大做文章，先后淘汰 4 台
30 平方米烧结机、3 座 30 吨转炉等，主体装备基本
实现全面大型化。仅 2014 年以来，公司环保设施升
级改造就达 50 余套，目前各项排放指标均优于国家
环保标准。

与此同时，新工艺、新技术不断付诸工业实践。
炼焦干熄焦、烧结机尾电除尘、高炉干法除尘等先进
环保工艺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冶炼系统烟气无组
织排放、湿法除尘难以解决的二次污染问题。

“十二五”以来，三钢累计投入环保资金 7 . 75 亿
元，实施了 110 余项环保治理项目，即便是在 2015
年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的情况下，仍然投入 4000 多万
元用于污染治理项目实施。

真金白银投环保，环境质量越来越好。20 多年
前三明本部年产钢 50 万吨，如今已达 650 万吨；5
年前厂区每月降尘量 26 . 33 吨/平方公里，如今仅
为 10 . 02 吨/平方公里。“增”“减”之间，折射的恰是
三钢增产不增污、增产不增废的绿色蝶变。

空气中弥漫的味道往往决定着关于一座城市的
记忆，在三明，这种记忆正变得“清新”。

“以前的天都是灰蒙蒙的，很多人得了严重的鼻
炎。”三明市民林佳说，现在在厂区里散步，鼻子也不
会不舒服，看着湛蓝的天空，呼吸着新鲜空气，整个
人心情都变得畅快起来。

三明市环保局局长吴成球说，通过正确处理发
展与保护的关系，三明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相得益彰的路子。环境保护已成为企
业的一种自觉的习惯，老百姓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站在三明的城市绿道上俯视城区，镶嵌在沙溪
河西岸的三钢背靠青山，如月牙般静谧地依偎在穿
城而过的沙溪河畔，天空一尘不染，朵朵白云在天际
间。远山、近树、蓝天、白云，浑然一体，蜿蜒的沙溪河
把三钢和三明城区连在一起，美不胜收。

目前，三钢正在推进“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申报工作，未来厂区空气质量将达到和市区一样的
高标准，让人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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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绿色之源，是生态文明建设发力的关
键。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以“水”为笔绘就美丽
生态画卷，是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涅槃。眼下，
不少地方走出了一条人水和谐之路，美了家园、
活了资源、富了百姓。

治水：为找回“遗失的美好”

初冬时节，位于福建南平延平区炉下镇瓦
口村的瓦口洋温暖如春。垂钓者聚集于此，青山
如黛，白鹭翩飞……“20 多年前的场景回来
了！”瓦口村村民岑国祥激动地说。

延平区是南平市生猪养殖“大户”，瓦口村
又是延平区生猪养殖的发源地。经过 20 多年发
展，瓦口洋上游及周边有超过千家养猪场，曾经
绿水盈盈的库湾一度变得水黑如墨。

去年 2 月，延平区启动铁腕治污，同时为
生猪退养户找好出路。仅仅 3 个多月，延平区
拆除 4469 家养猪场，瓦口洋周边养殖场全部
拆除关闭，污染源被铲除，水质大大改善，碧波
重现。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迫在眉睫，工业污染治
理也刻不容缓。

20世纪 70 年代，白洋淀水域污染日趋严
重，保定市为截留排入白洋淀的工业污水，修建
了唐河污水库。唐河污水库库尾距离白洋淀仅
2 . 5 千米，对其水环境质量构成严重威胁。

“今年 5 月，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
复一期工程正式启动。”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说，作为新区水环境
治理一号工程，整治成效不断显现。

两岸树木林立，河道宽阔平整，不少游人前
来参观。昔日的污水沟，如今已成旅游景点。

护水：为让每滴水都清甜

走进贵州省仁怀市五马镇，五马河两岸青
山映碧水，绿水绕人家，黛瓦白墙的黔北民居临
水而建，恬静淡雅。

很难想象，几年前，这个乡镇小造纸厂林
立，生态环境一度恶化。经过治理，如今水质持
续稳定在二类标准的五马河，已成为仁怀市境
内保护最好的河流之一。

“有水更需爱水。”谈到五马河的质变，五马
镇副镇长冯金维感慨良多。

去年 5 月，五马镇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成
立，如今这一民间组织已有会员近 500 人。“会
员们都是护河‘狂人’，没有一分工资，却很卖
力。”巡防队队长阳烈猛便是护河“狂人”之一。
守护碧波绿水，民间在行动，司法的屏障

也在不断筑牢。
位于贵州省清镇市郊的红枫湖，枫叶似

火、湖水轻柔，如画美景令人陶醉。红枫湖作
为饮用水源地，滋养着数百万贵阳市民，如今
取水口水质稳定在二类标准，然而十多年前，
整个湖面发生蓝藻，水质急剧恶化。

为了不让“水缸”变“染缸”，2007 年全国

首家环保法庭在红枫湖畔揭牌。当年 12 月，
这个环保法庭便把“第一把火”烧向了红枫湖
上游的排放元凶——— 贵州天峰化工，使红枫
湖的污染源头彻底清除。

兴水：为有源头活水来

入夜时分，流光错落洒在延平湖畔，水光
湖影中倒映万家灯火。

作为第二批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
点市，南平水资源在全国设区市中名列前茅。
因水而兴，是福建南平建设“水美城市”的新
内涵。

“水污则留污纳垢，水清则流金淌银。”南
平市延平区委书记何明星说，延平区立足生
态优势，以水为脉，让河流、岸线、景观、道路
与城市设施自然衔接、融为一体，在提升城市
品质的同时，也满足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

有水更要用好水。在贵州，水是脱贫利
器，更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
地就业的法宝。

地处赤水市大瀑布 4A 级景区核心区的
黎明村，曾是贵州省一类贫困村，近年来通过
发展村集体漂流项目、乡村旅游等，去年村集
体经济达到 350 万元、固定资产 1300 万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 . 4 万元，成为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

铁腕治水、用情护水、实干兴水……这样
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华大地上上演，谱写出一
幅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的壮美蓝图。

(记者谭谟晓、李惊亚、林凯、高博、汪军)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治水·护水·兴水
绿色发展之“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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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下镇瓦口
洋流域。

新华社记者
李芒茫摄

火，是工业的基础，这一化学反应凭借其
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一个国家工业的步伐。工
业发展的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中
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而在新发展理念的指
引下，中国的工业之火也正在朝着新的方向
升腾。

位于赤水河流域的贵州仁怀市五马镇，
一度是当地的工业重镇，全镇有上千人从事
造纸行业，煤矿企业有 100 多家，在带来可观
财政收入的同时，赤水河生态也受到严重污
染破坏。

为保护这条“英雄河”“美酒河”，自 2009
年开始，当地取缔造纸作坊，对小煤矿进行兼
并重组，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 18 个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实现了污水全收集。五马镇还引进
农旅一体化等绿色环保项目，积极推进产业
转型。

除了政府的努力，民间环保意识的提高
也正助力生态环境的修复。

五马镇白酒产业从业者郭小勇说，作为
企业家，他们也非常清楚，如果不能保护好这
条河，令当地人骄傲的白酒产业就会面临灾
难性的后果。

为了更好保护当地水资源，五马镇当地的
农民、企业家自发组建了“巡河队”，每天利用
业余时间在河岸边巡逻，一旦发现有非法排
污、捕捞的行为，就立即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小时候水美鱼肥的景色又回来了！”看
到当地的水资源环境不断改善，郭小勇打心

眼里高兴。
背靠太行山脉，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

曾经是建材行业聚集地。20 年前，这里聚集
着上百家水泥厂和几十家采石场，建材行业
一度占鹿泉区财政收入的 50% 以上。而如
今，随着当地政府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大量污
染严重的建材企业正在逐步关停，160 家水
泥厂如今只剩下了两家。

为了确保建材行业的从业者能有新的出
路，清退水泥厂、采石场的同时，地方政府也
大力扶持乡村旅游、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绿
色食品等产业的发展。去年 10 月份开始施工
的一个旅游项目正在昔日的卧龙山采矿区拔
地而起。

穿过旅游区里崭新的餐饮店铺，游客抬
头便能看到曾经的采石场给山体留下的巨大
“疤痕”。该项目工作人员吴柏欣介绍，该景区
的游客接待中心、特色商业街均是在废弃的
工业厂区上建造而成，未来他们公司还计划
对山体进行修复，这些废弃的采石场将被改
造成地质公园、人工瀑布等旅游景点。

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已经逐渐成为企业
的共识。“中国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充分，法治
建设不断深入，绿色已经是我们发展的必然
选择了。”福建未来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连福
寿说，环保做得好，不光是尽到了社会责任，
还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在国际上的
竞争力。(记者李超、徐祥达、李惊亚、邰晓安、
闫起磊) 据新华社贵阳 11 月 22 日电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土地利用强度不断增大，部分地区土地生态环
境遭到破坏。如何实现生态保护和土地资源利
用的平衡协调，是一道亟须回答的“考题”。

近日，记者走访多地发现，党的十八大以
来，各地坚持绿色发展道路，积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日益好转，在
破解土地资源开发和自然生态保护的两难选择
中，走出了新路子。

在盘锦辽河口附近海域，这片曾因盲目开
发、滥围滥养造成“人进鸟退”的湿地，正在进行
全面退养还海的生态修复工程。辽河口湿地是
世界上生态系统保存完整的湿地之一，过去曾
被称为“黄渤海鱼类的摇篮”，由于多年大面积
围海养殖，生态环境曾大受影响。

“潮水过去被人为隔断从而打破生态平衡，
现在通过拆除相关封闭隔断，使得辽河水和海
水都能自由进出，滩涂将重返生机。”盘锦市海
洋与渔业局高级工程师李晋说。

今年 5 月起，盘锦开始全面实施这项目前
国内规模最大的滨海湿地修复工程。截至目前，
已实现退养还海 1 . 2 万亩。根据无证、非法、有
证到期等不同情况，将依法逐步收回余下的围
海养殖区域，逐步恢复自然生态。

贵州赤水市这座因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而
闻名的“黔北边城”，生态环境优越，但也曾是多
年的国家贫困县。“生态环境好是赤水最大的财
富，绿水青山就是赤水的‘绿色银行’。”赤水市复
兴镇党委书记王大才说，但如何从“绿色银行”

里提出钱来，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利益，成
为赤水亟待攻克的难题。

多年来，赤水市始终坚持走生态优先发
展的路子，从漫山遍野的竹子上找到了发展
的突破口，当地土壤环境和地理条件适合竹
林种植，“插一把筷子就能种出竹子来”，赤水
市大力鼓励农民种植竹林。当地农民可以把
竹子卖给造纸厂、家具厂，可以收获竹笋，竹
林下可以养乌骨鸡，水塘里还可以养鱼。赤水
有效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特点，整合土地资
源多种功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走出了一
条有当地特色的脱贫致富路。

“我们这里，没有平整的土地，你看到的就
是石头、河谷、山脉。”王大才说，当地一种长在
石头上被誉为“仙草”的石斛价值很高，在政府
引导下，村民开始大规模种植。近年来，石斛
市场效益好，金钗石斛鲜条一斤 40 块钱左
右，干花一斤要卖 4000至 6000 元不等。

如今，赤水市靠种石斛致富的家庭，年收
入上百万元的有几十家，年收入几十万元的
比比皆是，曾经没人要的石头地变成了香饽
饽。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保理念已经深
入人心，各地的生动实践也充分表明：土地资
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是二选一的
单选题，而是可以协同发展的多选题，二者的
结合，更可能产生“1+1 大于 2”的效果。

（记者徐祥达、王成、孙仁斌；参与采写：
李惊亚、李超)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激发土地绿色新动能
绿色发展之“土”的故事

烈火淬炼中转型之变
绿色发展之“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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