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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德州州生生态态””下下的的央央企企样样板板

在运河技术开发区，传统的
火电和水泥企业比较集中。其中，
华能德州电厂是一家央企，也是
在节能减排账单“消费”得力度最
大的企业。

投资4300多万元，结合中、德
两国高端技术，建成中德节水示
范工程项目，每年减少新鲜水取
水量约1150万立方米；同时，将生
活区的污水一并接通集中处理，
并将处理后的废水用于水灰渣系
统、脱硫系统、设备冷却系统，实

现了较为高效的中水回用。投资
2 . 58亿元完成了2、4、6号机组脱
硝工程。今年计划再投资2 . 6亿多
元，加快1、3、5号机组脱硝工程建
设。在实现脱硫工程的基础上，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脱硫
石膏用于制作新型建筑材料，做
到资源综合利用。该公司还突出
液氨制备区加强防护措施，氨储
罐四周建设有实体围堰、500立方
米事故水池和完善的消防系统、
报警系统。投资550万元，先后实

施了信息公开电子平台建设……
“2013年，中联大坝水泥有限

公司投入475万元，实施清洁生产
技术改造项目6个，年节约标准煤
0 .67万吨，年消减粉尘量48.3万吨，
预计今年将投入节能技术改造资
金4000余万元。”该公司副总唐经
理介绍，他们也沾了央企的光。

越来越多的企业瞄准北京的
技术资源和央企带动效应的背
后，是德州交通区位优势、产业承
接能力以及主动承接的思维创新

优势的体现。
对此，德州市发改委工作人

员介绍，德州产业集聚态势日益
明显，产业集群初具规模，这为发
展开放型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农副产品(食品)深加工、装备制
造、纺织服装、绿色化工四大传统
优势产业发展实力不断增强，产
业集群具有提升效率、激发创新、
集聚资源的作用，有利于吸引周
边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
项目等资源要素向德州集聚。

2010年在德州迈出第一步
后，中节能在青岛、临沂、招远迅
速布局，目前项目装机总容量在
山东已经接近100兆瓦，占全省光
伏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从今年到
明年，他们在山东的投资重点却
又放回了德州，将超过十亿。

在李亮看来，德州的优势除
了太阳能产业技术，交通优势也
自不必说，更在于德州有大片的
农业产业用地以及丰富的农村劳
动力。因为这一次，太阳能光伏电
池板下面，种的不再是油菜花，而

是有机蔬菜。
在雾霾天气频频袭扰的北

京，首都市民对生存环境和食品
健康要求越来越高，但有机农业
在北京既没地方又没有大量的农
村劳动力。而德州这些条件全部
具备，此外还有离北京仅一个小
时距离的交通优势。

这些有机蔬菜将由总公司旗
下专门的农产品公司运作，将为
北京提供采摘、销售、服务、粗加
工、深加工的业务。而李亮目前要
完成的工作是，在平原的两个乡

镇拿地，再让当地农民在他们的
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大棚下当产业
工人，进行有机蔬菜的种植。

以一个农业家庭的农业用地
5亩租给他们来算，每到旺季，平
原县坊子乡、三唐乡两个乡镇所
有家庭平均两个人到此上班，平均
一个家庭加上租地收入和打工收
入将超过5万元。李亮掰着指头算
账，他说这次在平原的这个顶棚用
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有机农业大
棚项目，占地将超过2000亩。

节能、节水、环保，还能拉动

周边区域经济的增长，为当地增
加经济总量和税收做贡献，解决
了部分就业问题，李亮对他这份
工作的效应和前景十分自信。“在
德州这几年衣食住行都已适应，
生活方面都挺舒坦。”李亮坦言，
德州除了玩的地方少些外，是一
个不错的创业发展之城。

除了和农业结合的那个项目，
他们与平原晋德螺丝的屋顶光伏
发电项目，将于今年7月开工，年底
投产。对这种从上马到投产的效
率和节奏，李亮已经习惯了。

高铁时代，从
德州出发一小时即
可进京。交通优势
创造的更“近”的进
京通道，也成为德
州利用北京科研力
量、对接央企，甚至
引央企落户的一种
区位优势。

那么，来到德
州的央企发展得怎
么样？德州自身又
拿什么去对接更多
的首都优势资源？

整洁的办公区内，除了接近
厂区大货车进进出出的地方灰尘
多一点，已很难闻到空气中有异
味，这与曾经被市区密集居民区
包围的老厂区面貌迥然。

先进的中央控制系统、严格
的功能分区，搬迁到德城区天衢
工业园之后，占地达到原来的三
倍多，达到了1300多亩，销售收入
从搬迁前最高额10 . 8亿元，预计
今年可突破30个亿。

这一切得益于对接央企。
2007年，德州实华化工成为中化
工旗下的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德城区天
衢工业园建设中国昊华总公司的
盐化工生产基地。

德州实华化工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李宝瑞介绍说，重新选址、
巨额搬迁资金、新的生产设备都
成为老化工厂搬迁的难题，尽管
根据化工企业与周围居民区的安

全卫生防护距离不应低于1000米
的要求，老化工厂早已该搬迁。

直到攀上央企这棵大树，德州
实华化工才于2013年彻底搬出市
区。如今，占地400余亩的老石油化
工厂原址已被万达广场拿下，将建
成城市综合体和岔河水畔生态居
住社区，可以容纳2 .6万人口。

借助央企的不光是雄厚的资
金，还有行业内领先的技术。李宝
瑞举例说，以往生产线上产生的

氢气都是通过燃烧处理掉，现在
他们的选择是，把它生产成双氧
水提高附加值。目前，第一期20万
吨的双氧水项目已经上马。

当然，未来能借力央企的，不
光是央企在技术协同效应，而是
全面通过央企在全国的技术统筹
和影响力，跟河南、河北、吉林的
同门类企业一起，在技术上搞联
合，在化工产品上升级换代，做大
做全产业链。

4月29日，在经济技术开发区
抬头寺毛庄村南，杨树林和麦地
掩映下，铁丝网环绕的太阳能光
伏电池板并不起眼，一排排太阳
能光伏电池板下，长满金黄的油
菜花，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四年前，德州人李学军从一
家电信公司跳槽到此，负责这片
占地总面积420亩区域的技术巡
查工作，尽管离中心城区的家有
15公里，但他在此工作得很舒心。
“有专门的视频和技术监控及预

警系统，只要关键节点有人在就
行。”李学军说，他们在此轮流值
班的人不到十个，因为技术已达
到“无人值守电自来”的水平。

“以前还种过菜，养过鱼。”中
节能太阳能发电(德州)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主任李亮说，除了太
阳能的开发和利用，太阳能发电
的生产销售；太阳能发电规划、技
术研发与设计咨询、运营维护服
务，发电系统设备制造；太阳能发
电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

与经营管理，他们的主营业务范
围还包括农作物种植、销售，鱼养
殖、销售。

“作为太阳城，光热利用产业
基础不错，但光伏利用并不多。当
时，德州市政府有意对光伏利用
取得突破。”李亮回忆，他们来到
德州作为山东的首站，看中的也
是德州的太阳能光热利用基础。

作为央企，打动他们的除了
离北京总部近，当地政府提供的
土地、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项目落

地的审批效率也是他们最终选择
落户德州的重要因素。于是，在一
片砖瓦厂取土后产生的空地上，
项目装机总容量为10兆瓦、总投
资18800万元的项目迅速落地。

“2010年10月15日开工，12月30日
就并网发电了。”李亮说。

目前，这个项目加上管理层，
员工只有15人，主要产品是太阳
能发电，每年可发电1300万度，
2012年实现销售收入2100万元，
上缴税金235万元。

华能电厂

的节排账单

投资额最大

的一单

菜地里的

光伏板

老实华的

搬迁路

由央企投资建
设的德州10兆瓦地面
光伏电站，从上马到并
网只用了两个月。

王金强 摄

本报记者 王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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