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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们来到阿拉善创办企业。12年来，我
们扎根在阿拉善这片创业热土，依靠科技创新，破解了
生产过程中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工艺技术等方面遇
到的一系列行业性难题，产品品质不断提升，靛蓝年产
能突破4万吨，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60%。2017年，我
们完成靛蓝产量4.1万吨，实现产值12.12亿元，创造利
税8500万元。2018年，预计完成产量4.25万吨，产值
突破15亿元，利税可达1.6亿元。”内蒙古泰兴泰丰化工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朱元久激动地告诉笔者。

正如朱元久所说，泰兴泰丰公司已成为世界最大
的靛蓝产销企业。也就是说，全世界每生产三条经典

“蓝”牛仔裤，其中两条就是由阿拉善出产的靛蓝染制
而成。如今的阿拉善不只有胡杨林和“英雄会”，在阿
拉善高新区，诸多手握国际市场话语权的企业正在改
革开放的浪潮中，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着阿拉善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新浪网内蒙古频道总编辑曹阳在阿拉善
高新区采访时感慨地说：“以前来阿拉善看过胡杨、穿
过沙漠，现在知道阿拉善不只是胡杨林和沙漠的代名
词。今天，看到阿拉善高新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我
感到只要因地制宜、突出区位优势，即使是在荒漠上，
也能挖掘出经济发展的闪光点。”

内蒙古信泰华科技有限公司是今年新入驻阿拉善
高新区的企业，其在建项目的高科技含量和集成化生产
模式令笔者倍感振奋。该公司正在加紧建设的二氨基
甲苯单体等项目，计划总投资20亿元。项目建成投产
后，该公司将成为业内规模最大、品种最全、专业度最集
中的有关二氨基甲苯单体分离及衍生品开发的高科技
企业。“这个项目自动化程度很高，正式运行后这栋大楼
1个轮班只需要1名操作人员负责，整个公司包括技术、
行政、后勤等全部岗位只需要32个人。”该公司总经理肖
志才指着已封顶的主厂房说，“目前，国内使用的二氨基
甲苯单体产品大部分依靠进口，成本高昂，严重影响下
游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们的
这个项目，应用从危险废弃物分解提取二氨基甲苯单体
的工艺技术，既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又变废为宝。这
个技术取得了5项清洁分离技术国家专利，填补了国际、
国内的技术空白，产品品质达到高纯级别，远超国家标
准及国际客户要求。”

目前，阿拉善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总
产值的50%，焦炉煤气制甲醇、费托合成蜡、甲醇制芳
烃，悬浮床焦油加氢等技术国内领先；金属钠、靛蓝产能
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和90%以上，拥有全球市场
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氨基甘油、氯醋树脂填补国内空白，
氯酸钠、三氯乙烯单套产能和肌酸产能全国最大；工业
产品多达100余种，多个产品主导国际、国内市场，具有
市场话语权。阿拉善高新区已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2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1家、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6个、研究开发中心6个、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重点实验室2个，盟级研究开发中
心19个；建成全区首家精细化工高新技术孵化园；消化
吸收世界领先技术159项，拥有自主创新技术37项，实
用新型专利118项，外观设计专利4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的任务。绿色经济体系的核心是绿色产业体
系。阿拉善高新区的发展定位以创建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为契机，建设自治区精细化工创新基
地、打造“一带一路”节点上的“绿色化工”明珠，努力
实现产品国际化、产能规模化、产业循环化；发展目标
是力争到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亿元，2025
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00亿元。在发展布局上，高
新区突出园区特色，优化空间布局，推动生产空间集
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舒适，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形成
布局合理、产业突出的绿色生态产业体系。2018年，
阿拉善高新区全社会用电量、天然气用量和公路货运
量，分别增长13%、9%和15%；1-11月份，规模以上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分别增长20%和147%，每
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下降4元，产品实现量价齐升。

（本版图片均由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闻
信息中心提供）

2018年以来，阿拉善高新区把项目建设作为整
体工作的总抓手，坚持“以重点项目推动重点工作，
以重点工作带动整体工作”，提出了“美好生活、美
好化学”的理念，将生产、生活密切联系起来。2018
年，阿拉善高新区新开工工业项目 26个，达产后年
可新增产值 300亿元，且项目技术工艺处于行业领
先、产业尖端，产品环保安全、优质高效，产业更趋
高端化、终端化。

从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到如今拥有50余平方公
里建成区的工业新城，阿拉善高新区的发展历时20
年。这座承载阿拉善工业梦想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现已入驻企业853家，其中工业企业160家，包含年产
值亿元以上工业企业50多家，建成了以盐化工、煤化
工、精细化工为主导，多产业交叉耦合的循环经济产
业链，构筑起产业类型多元、企业深度融合、产品链接
紧密、资源高效利用的产业循环共生网络，形成了企
业内小循环、产业链中循环、园区间大循环的循环经
济发展体系，成为自治区产业链条较为完整、各类生
产要素齐全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建区以来，阿拉善
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39%，工业增加值、
经济总量分别占到阿拉善盟的1/3和1/2。

2018年2月26日，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科技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
海关总署印发的2018年第4号公告发布《中国开发区
审核公告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在阿拉善人口中
叫了12年的“阿拉善经济开发区”（2006年更名）以

“内蒙古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名称纳入最
新发布的国家《目录》。这一重大利好消息给阿拉善
工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挺进注入“强心剂”。阿拉善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孔德贵说：“从低端
的乡镇企业模式起步，做到如今的循环经济园区，如
何做到产业链更长、水平更高、技术更精，是我们要破
题的一个方面。过去，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大招
商、大引资和大投入也实现了大的经济增长，但是面
对市场，在经济波动的前提下，受到的影响也大。在
经济下滑、市场疲软的时候，高新区依然保持了高速
增长，就是源于园区的定位和方向。我们现在不再追
求大投入、大回报，而是要稳定的高质量发展。”

如何在阿拉善高新区布局传统煤焦化产业的转
型升级产业集群?内蒙古三聚家景新能源有限公司总
经理曹海滨告诉笔者：“我们2013年开始在这里做传
统焦化转型升级系列项目，主要化解焦化产业过剩产
能。我们把炼焦产生的焦炉煤气综合利用，建成了14
万吨/年的LNG项目；又建了一个尾气综合利用的10
万吨/年液氨项目；在建的20万吨/年费托合成项目，
是用焦炭气化做合成蜡，大概年消耗焦炭70万吨。
这批项目总投资近70亿元，整个产业链打造完成后，
每年约120万吨焦炭能实现就地消化，把焦炭转化成
高档化学品或者一些大宗的化工原料，比如液氨、甲
醇、LNG以及费托产品。”

正如曹海滨所说，2018年年底建成的年产20万
吨合成蜡配套清洁化学品项目，是煤化工产业链延伸
和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实现了煤化工向石油化工、
新材料的跨越，每年消化焦炭70万吨，将每吨1000
元左右的气化焦做成合成蜡卖到2万元/吨，价值提升
了20倍。这个项目采用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的国
内首套利用焦炭生产合成蜡的费托合成装置，生产的
高等级合成蜡可完全替代进口，推动煤化工提质、升
级、增效。在环保方面，该项目建有硫回收装置和水
处理系统，二氧化硫达到了“近零排放”，污水经过内
部处理形成中水回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提供给旁边的企业做食品级二氧化碳，又形成了园区
内产业循环利用。

在阿拉善高新区，内蒙古三聚家景新能源有限公
司的生动实践，让人们看到了传统煤焦化产业转型升
级的曙光。事实证明，立足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依靠技术创新，通过煤炭“由黑变白，由白到细”的转
化，推动现代煤化工与石油化工、精细化工融合发展，
把旧动能转化为新动能，传统产业可以突破发展瓶
颈，重获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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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巴音敖包工业
园区是今年阿拉善盟重
点项目建设的主战场。
这里昔日是一片荒滩，如
今已是连片的厂房、罐区
和大型装置……展现在
人们眼前的是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走进高新
区行政审批和综合执法
服务大厅，大家谈论的都
是新观念、新思路、新举
措和改革成果……政府
职能在持续转变，活力、
高效、开放的营商环境正
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优质
企业落户阿拉善。

2018年，阿拉善高新区多渠道筹资 1.5亿元，建设了
乌斯太中学（如图）、蒙古族幼儿园、档案图书馆、全民健
身活动中心和学校体育馆等一批民生工程，并面向全国
招聘校（园）长2名和引进急需教师30名。

阿拉善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针对园区发展短板和薄弱环节，阿拉善高新区提出
的“六大平台”建设初见成效，人才金融物流服务中心已
建成投用。

阿拉善高新区贺兰区夜景。

内蒙古新蒙西环境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环境资源利用处置中心项目基本建成，预计 2019年 4月
正式投产。

在发展布局上，阿拉善高新区突出园区特色，优化空间布局，推动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舒适，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形成布局合
理、产业突出的绿色生态产业体系。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盐及盐化工循环经济工业园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盐及盐化工循环经济工业园。。

□□
曹
明
宇

曹
明
宇

8 观察·阿拉善高新区
2019年1月2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高玉璞
版式策划：刘芬 制图：刘芬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工商广登字［2017］018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