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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调查

沿着湖滨南大道往南走，
高耸的烟囱、巨大的冷却塔、鳞
次栉比的钢结构，这座庞然大
物似乎仍向世人展示着它昔日
的荣光——— 20世纪70年代终结
德州化工原料生产空白、80年
代成为德州支柱企业、90年代
成为德州国有企业十强。

到2011年，德州实华化工

有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0 . 8亿
元，利润1207 . 8万元，上缴税金
1300 . 9万元。

用74岁的冯希连的话说，
如今“他仍吃着化工厂的饭”。退
休20多年，冯希连仍住在德州市
新华路石油化工厂宿舍内。

1972年，33岁的冯希连从
东北调到德州石油化工厂，成

为最早的一批技术人员，离他
河北故城的老家相当近。

现在，冯希连等第一代工
人逐渐老去，停摆的化工厂安
静地躺在那里，注定将与城市
扩张后的熙熙攘攘渐行渐远。

冯希连说，1972年进厂、
1990年退休，冯希连从最初的
每月50块钱到现在每月能领

2000多元的退休金，而当初与
坟地为邻的化工厂宿舍，也成
为学校、商铺云集的闹市区。

终于要拆了，如今仍住在
老宿舍里的老职工，谁也没有
减少对化工厂的那份期待———
在他们有生之年，盼着化工厂
新厂走得更远，老人们的退休
工资还能跟着涨。

22日，湖滨南路32号，一家
品牌油漆专卖店内，解慧递给
记者的名片地址栏标注了“石
油化工厂斜对过”的字样。店里
上百只油漆桶，解慧每天要擦
拭一遍，不然就会蒙上一层厚
厚的灰尘。原因之一就是靠化
工厂近，灰尘太多。

与解慧的门店一路之隔
便是德州实华化工厂，德州
人 习 惯 称 之 为“ 石 油 化 工

厂”。解慧说，一提起石油化
工厂，德州人人都知道，她没
有来德州做生意前，化工厂
已在这儿了。

这座化工厂始建于1971年
5月。2012年5月7日，德州实华
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对接央企解
决了资金问题，退城进园，老工
厂停摆。

尽管一年来没有生产，但
解慧对化工厂附近的环境并不

满意。化工厂是停摆了，但周围
铁路穿城而过、拉煤拉土的大
货车很密集，绿化离开发区差
得较远，灰尘仍无处不在，她擦
拭的频率依旧。

这里离人流密集的中心广
场不到2公里，到新建的阳光新
天地城市综合体步行即可到
达。周围的小区居民楼商铺林
立，靠近人来人往的陶瓷大市
场，优越的位置成为附近经营

家居建材的首选之地。
42年前，这里却是另外的

景象——— 荒地、野草和坟地。最
初，石油化工厂只有8万平方米
的面积，后来慢慢扩大到20万
平方米。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
市建筑也越来越挤。如今，厂子
被居民楼和商铺包围，成为并
不太受周围居民待见的“庞然
大物”。

化工厂拆除，只是一个开始。在
德城区商务局局长张杰看来，采取外
迁置换、腾龙换凤等措施，逐步将原
有工业企业向外搬迁，十分实惠。

腾出的土地，可用于发展总部经
济、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
现代服务业，着力打造沿岔河亲水休
闲服务带、城北生产性服务集聚区、
城中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城南消费性
服务业集聚区“一带三区”现代服务
业发展格局。

随着德城区南部新建小区的增
多，城区南部居民子女就学压力不断
加大。因为没有空置土地，问题一直
得不到解决。而实华化工有限公司的
搬迁，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而铁路
的退城，也已经列入规划，即将变成
现实。

企业外迁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
快速崛起，到2014年，德城区服务业
占比将达到68%，提供的税收将达到
80%以上。

德城区确定了36家搬迁企业的
名单，计划三年内陆续搬出主城区。
目前，已有4家企业搬迁完毕，有10家
企业年内将完成搬迁，实华就是其中
之一。

2012年，德州实华化工有
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7亿多
元，利税2370多万元。在位于德
城区天衢工业园的新厂内，该

企业规划发展
处副处长周先
锋用数据例证

搬迁后的新发展。
先进的中央控制系统、高

高耸立的炉塔、严格的功能分
区，实华化工新园区，占地1360
亩，有了新厂房，增设了新实验
室，新产品开发有了更大空间。

四年前，周先锋刚进厂时，
化工厂搬迁的消息已经甚嚣尘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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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厂早就

满足不了这一要求了。
然而，化工厂搬迁，新厂址

选在哪儿、巨额搬迁资金哪里
来、昂贵的生产设备怎样购进？

经过反复论证，对接央企
破解资金难题成为可能。随即，
德州石油化工厂与中国化工集
团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并于
2007年成为中化旗下的中国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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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湖滨南大道一家小区
的市民周云银在经济技术开发
区买了一套房，图的就是那边
的环境好。周云银同时期待的
不止化工厂搬迁，还有穿城而
过的铁路何时退城，城区南部
的居民何时能真正
享受更好的城市生
活环境。

老化工厂
退城进园
本报记者 王金强

5月21日那天，重庆万州人熊大
元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终于从江
西九江来到德州，随行的有100多名
川渝籍民工。

5月22日，众多工人紧张地忙碌
着、多处水泥塔下挖掘机正在打孔、进
进出出的大货车往外运送设备……

周先锋说，去年5月7日停产后，
一些动力泵、电动设备，都已经拆除
转移，残余的污染物料都已清空，剩
余一些利用价值不太高的设备，这次
将大面积拆除转卖，这里将夷为平
地。预计7月份要完成这些任务。

以老熊以前拆迁的经验来看，如
果以正常速度，拆除工作最起码得3

个月，50天完成任务紧得很。之所以
工期变得如此之紧，是因为万达广场
即将签约入驻。

按照市政府规划，占地400余亩
的老石油化工厂原址，将被建成岔河
水畔，高品质的生态居住社区，可以
容纳2 . 6万人口。

这里还将打通东地南大街、新建
路与德兴南大道，新建公共绿地、学
校、公共服务中心、社区医院以及便
民商业服务等设施。而这个新的城市
综合体项目，就叫万达广场。

被压缩的工期

南部蝶变开始

一座有42年历史的化工厂，被越来越多
的居民楼和商铺包围着。一边是居民对生活
环境提升的期待，一边是企业安全生产和扩大
产生的需要。经过多年的纠结与煎熬，化工厂
终于退城进园，目前已经开始全面拆除。

荒地上建起的化工厂是一座城市工业
起步的象征，见证了一座城市人口激增和城
区扩张的历史。化工厂搬迁和拆除的背后，
是市民对更优良的城市生活环境的期待。

每天都要擦灰尘

昔日的荣光

华丽转身背后

正正在在拆拆迁迁的的厂厂区区。。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马马志志勇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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