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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工业振兴计划，构建“五城四基地”

传统支柱产业退出， 老格
局打破后，新格局该怎么建？

经过60多年的发展， 株洲
已经形成一个以轨道交通、航
空、汽车及零部件、服饰、陶瓷、
有色金属新材料精深加工、新
能源、 中药现代化和健康食品
为主体的实力不凡的工业体
系， 年工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
元。

从市情出发， 株洲制定出完
整的《工业振兴行动计划》，涉及9
大产业，提出要实现轨道交通、航
空航天、汽车及零部件、服饰、陶
瓷五大优势产业高端化， 实现电
子信息、新材料、健康食品与生物
医药、 新能源四大新兴产业规模
化，实现有色、化工、建材三大传

统产业优质化， 加快形成以装备
制造业为主体， 以传统产业为基
础， 以新兴产业为先导的现代产
业体系。

株洲因而构建了“五城四
基地”的工业新格局。“五城”即
轨道科技城、航空城、汽车城、
服饰城、陶瓷城，打造千亿产业
集群。“四基地” 即有色金属新
材料精深加工基地、 新能源产
业基地、 中药现代化和健康食
品产业基地、信息产业基地。

正是由于产业的转型升
级， 才带来了株洲产业国际竞
争力的提升：

株洲轨道交通产业占全球
轨道交通市场份额的27%，株洲
先进硬质材料占全球市场份额

的近20%；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
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 只有株
洲唯一拥有电机电池电控等三
大核心关键技术； 全世界能自
主研发飞机发动机的国家只有
5个，中国是其中一个，而株洲
是国家唯一的中小航空发动机
生产基地； 有填补国内空白的
中低速磁悬浮列车； 建成了世
界第二条、 国内首条的8英寸
IGBT生产线； 有世界首列超级
电容100%低地板有轨电车。

2014年，全市规模工业总产
值跨越3000亿台阶，达到3043.8
亿元； 规模工业增加值跨越千
亿台阶，达到1013亿元；园区完
成技工贸总收入跨越 2000亿
元，达到2280.4亿元。

“让绿色成为
株洲的底色”

株洲产业转型升级最大的
困难就是清水塘老工业区的搬
迁改造工作。 清水塘老工业区
产业以冶炼、化工产业为主，面
临转型紧迫性； 另一方面，央
企、省企众多，牵涉多方利益，
搬迁改造难度较大。 清水塘老
工业区在全国21个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试点中，是情况最复杂、
任务最艰巨的一个。

目前，清水塘搬迁改造面临
五大难题。企业怎么搬？人往哪
里去？钱从哪里来？土壤怎么治？
新城怎么建？每一个问题都有千
斤重。市长毛腾飞说，作为实施
主体，市委、市政府感到压力巨
大，“我个人更有一种使命在肩、
责任重大、夜不成寐的感觉。”

从地理位置上说，清水塘北
抵长株潭绿心，西临湘江，南接
石峰公园， 东靠轨道交通城，实
在是一块风水宝地。在毛腾飞的
设想中，未来的清水塘，工业文
化要保留， 留那么一两座厂房
做展览馆， 保存工业城市的记
忆；清水塘有水运、公路、铁路
的综合交通优势， 可以建设枢
纽型物流中心； 清水塘既然叫
“塘”，那就应该有水有鱼，绿树
成荫，绿草如茵，花香袭人。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
时无古贤”，对清水塘的搬迁改
造，需要有收放自如的大智慧。
虽然困难重重， 但株洲人民期
待的碧水蓝天正在到来。 毛腾
飞说， 要让绿色成为株洲的底
色，让“工业文明、生态宜居”成
为人们对株洲记忆的“符号”。

醴陵市东富镇，旗滨玻璃新厂区。

空中俯瞰株洲湘江风光带。
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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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株洲近50公里的醴陵市
东富镇，高200米的“亚洲第一烟
囱”高耸入云，却不见有烟雾飘
出。进了厂区，看到300多米长的
壮观生产线， 听到机器的轰鸣，
才猛然发现这是一家工厂。办公
区域花木扶疏，空气中浮动着泥
土的清香。旗滨玻璃，在离开清
水塘后，已经涅槃重生。

株洲发展要升级，在一定程
度上来讲就是工业发展的升级。
清水塘又是株洲工业的核心，清
水塘的搬迁改造，壮士断腕挥别
了一段历史，也开启了转型升级
的新征程。

在挥别传统工业支柱的同
时，株洲构建起“五城四基地”的
大框架。以多个支点，撑起株洲
工业的未来。

百亿产值换碧水蓝天

清水塘老工业区是株洲传
统工业的聚集地， 核心区面积
15.15平方公里， 聚集了五矿株
冶、中盐株化等近200家企业。几
十年来， 这个地方累计纳税480
多亿元。这里的有色冶炼、基础
化工曾是中国的骄傲，高峰时年
产值有300亿元。

以清水塘为代表的株洲工
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留下
污染严重的顽疾。清水塘是湘江
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四大重点之
一。2004、2005年，株洲连续两年
被列为“全国十大空气严重污染
城市”。

2013年9月，省委、省政府确定
湘江治理保护为湖南省“一号重点
工程”。2014年3月， 清水塘老工业
区被列入全国21家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试点之一， 各项工作都提上了议
事日程。

曾经赖以生存、 引以为豪的
传统支柱产业要逐步淘汰， 经济
“伤筋动骨”，株洲面临艰难抉择。
但株洲的选择毫不犹豫： 关停污
染企业，淘汰落后产能！

对清水塘进行搬迁改造。到
目前为止， 已搬迁关停81家企
业。同时，株冶集团淘汰10万吨
铅锭生产线，中盐株化改制步伐
加快，柳化桂成、海利化工等在
做搬迁准备。

去年以来， 株洲关停102家
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拆除烟囱
115根， 截流湘江株洲段沿岸排
污口31个， 湘江沿岸1公里内养
殖场退出272家。

“壮士断腕，传统产业年产
值减少100多亿元， 换来的是株
洲的碧水蓝天。” 市委书记贺安
杰说，截至今年11月30日，株洲
环境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267
天， 空气质量6项主要污染物浓
度均大幅下降。

绿色搬迁打响第一炮

2014年7月14日，醴陵旗滨玻
璃项目第一条生产线点火烤窑，老

浴火重生，百亿产值置换“株洲底色”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株洲人民期待的碧水蓝天正在到来。要让绿色成为株洲的底色，让“工业文明、

生态宜居”成为人们对株洲记忆的“符号”。

工业区的生产基地正式停产。这是
清水塘老工业区首个外迁的大型
工业企业。这也意味着清水塘老工
业区搬迁改造全面启动。

在占地1272亩的宽敞漂亮
的新厂区，旗滨玻璃进行了战略
性改造升级。 在原来3条生产线
整体搬迁过来的基础上，扩建2条
太阳能玻璃、 节能玻璃生产线。5
条生产线目前已有4条点火，全
部投产后日生产规模可达3100
吨，产能扩大近1倍，年产值将达
50亿元，年贡献税收约3亿元。

这里将成为中部地区品种最
全、品质最高、技术最先进的节能
玻璃、 绿色环保玻璃生产基地。这
也为后续发展玻璃深加工提供了
机会，一个产业链完整的“玻璃小
镇”指日可待。

新厂实现清洁生产。五条生
产线形成一个烟囱，高达200米，
多投资2500万元。与环保公司共

同开发干法脱硫除尘一体化技
术， 使烟气排放达到国家标准，
得到环保部肯定。 余热发电，可
以提供生产1/3的用电。 走在厂
区，几乎看不到烟囱冒气，闻不
到什么异味。

以旗滨玻璃为示范，株洲
将 以 “关 停———搬 迁———改
造———升级”的方式，对清水塘
的企业进行退出、搬迁、升级，进
而绿色“转身”。根据《株洲市清
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实施方
案》，到2018年，辖区内100多家
企业将搬迁退出。

废渣场种上一排排树

原来狭窄弯曲的铜霞路，已
建成双向六车道的大马路，成为
清水塘的主干道。 铜霞路边，霞
湾港旁， 原来灰蒙蒙的重金属废
渣场上， 栽上了一排排树木。虽

然还未茁壮，但已难掩绿色生机。
今年，清水塘清水、铜霞两

个片区土壤修复试点启动，计划
两年内完成片区污染治理。片区
设有育苗基地，在对重金属污染
土壤进行治理后，栽种不同的树
苗，看哪种树木适合哪种土壤生
长，将来在清水塘地区推广。

近三年来， 株洲投入资金
25.7亿元， 实施清水塘环境治理
项目26个。工业区内含重金属遗
留废渣综合治理工程已全部完
成，被称为“龙须沟”、“变色龙”
的霞湾港重金属污染等遗留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水质回归清
澈。通过一系列措施，清水塘工
业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
下降， 其中2014年与2010年相
比，二氧化硫下降了14%，氮氧
化物下降了47%，化学需氧量下
降了20%，涉重金属企业基本实
现了达标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