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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送爽，硕果盈枝。古耿大地，发展潮涌。

在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随着 12 个铝精深

加工项目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成长，新企业纷至

沓来，项目建设火力全开，生产车间机声隆隆，

激活了铝精深加工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升链的

“聚变效应”。

2024 年 1 至 7 月份，河津市共落地铝精深

加工项目 12 个，总投资 39.96 亿元，预计总产

值 379.9 亿元。其中建成投产项目 2 个，在建项

目 8 个，正在办理前期手续 2 个，已上报固定资

产投资 1.4854 亿元。

这份收获满满的成绩单，饱含着河津市铝

精深加工产业链招商专班不辞劳苦“牵线搭桥”

的成效。

完善机制 筑巢引凤

立足“铝”优势，做活“铝”文章。

铝精深加工产业链是河津市“235”产业转

型矩阵中的重要一环，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拥有

省级“链主”企业———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

司，42 万吨电解铝铝液的产能优势明显。

今年以来，面对招商引资政策变化，河津市

委、市政府积极求变、主动出击，厚植优势、化

“危”为机，紧紧扭住铝精深加工产业链，采取

“政府+链主企业+产业园”招商模式，围绕新能

源汽车轻量化部件、铝板铝箔等工业铝材、多品

种氧化铝 3 个方向，开展产业链招商，打造从原

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

该市坚持“五位一体”联动，完善“市级领

导+开发区+招投中心+专业招商机构+产业链

招商专班”协同联动招商工作体系，形成招商工

作合力。将铝精深加工产业链招商引资工作纳

入市委常委会、经济运行分析会、市政府常务会

议、重点项目调度会等会议议题，完善“1+6+3”
项目推进机制，高位推动落实。

河津市主要领导先后带队外出开展“点对

点”招商，发起了招商“总动员”，铝精深加工产

业链招商专班 3 支小分队，分赴环渤海、长三

角、珠三角等铝产业集中区精准招商，绘制招商

图谱，列项目清单跟进对接，做好“牵线者”，引

来发展“活水”。

山西世和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于今年 6 月落

户河津，7 月中旬开工建设年产 5 万吨铝产品

新能源深加工项目，主要生产新能源配件、光伏

新能源产品、电力设备产品、工业用系列铆钉

等。项目充分利用原西航铝业山西分公司废旧

厂房进行建设，目前，厂房改造及窑炉、设备安

装同步进行，预计 11 月即可达到生产条件。

“我们来自福建省，正是看中了河津铝业的

资源和成本优势，我们于 2022 年在河津创办了

山西堡利格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铝棒加

工项目。该项目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今年，通过招商引资专班推荐，我们又创办了山

西世和电工材料有限公司，继续加大投资，实施

了年产 5 万吨铝产品新能源深加工项目。目前，

项目进展顺利。”该公司总经理张在焰介绍道。

招商引资的强劲攻势，难得的发展机遇，让

企地之间在“双向选择”中实现“双向奔赴”。来

自福建、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的客户竞相选择

到河津投资兴业。新企业、新项目，为铝精深加

工产业链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

保障要素 项目领跑

在古耿大地这方投资沃土上，河津市聚焦

项目用地空间这一要素，提前谋划、盘活资源，

变闲置为价值、变资源为动源，全力为新落地的

铝精深加工企业当好要素保障的“先行军”，跑

出了招商引资的“河津速度”。

9 月 20 日，来到山西恒嵘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200 万件汽车配件生产线项目建设现

场，厂房内焊花飞溅，正在进行管道连接，厂房

外配电室设施安装加紧进行，一期工程进入尾

声，投产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山西恒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 4 月

成立，项目从 5 月上旬开工到现在只用了 5 个

多月时间。“河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就近可

以使用的原材料，对我们企业非常有吸引力。”

该公司总经理吴秀刚说，他们的项目之所以能

推进得这么快，得益于河津经开区为他们对接

了康庄铝业公司的闲置厂房，省去了办理土地

手续、建厂房环节，为企业发展赢得了宝贵时

间，同时也盘活了康庄铝业。

山西铭铝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年产 10 万吨

铝压延加工项目分两期建设，共建设 4 条铝板

材生产线，产品有铝板带、空调铝箔、铝幕墙、

室内天花板吊顶材料等，年产值可达 18 亿元，

可为附近居民提供 300 余个就业岗位。目前，

项目一期两条生产线的设备安装已进入扫尾

阶段。

今年以来，河津市依托现有企业和科创园，

加快规划布局，重点培育打造铝精深加工三个

“园中园”。一是推进山西恒嵘新材料年产 200
万件汽车配件项目，打造新能源汽车铝轮毂配

件产业园；二是推进三联铸造研发甲醇汽车发

动机项目，打造新能源汽车发动机铸造园；三是

依托科创园标准化厂房，加快招引新能源汽车

轻量化、电池和光伏组件等项目，打造铝装备制

造产业园。

随着新项目的相继落地建设，一幅铝精深

加工产业链蓬勃发展的美好图景正铺展开来。

优化服务 动能焕新

投资河津第一站，跟踪服务全过程。

对于铝精深加工产业链招商项目，河津

市主要领导分别多次深入企业项目施工一线

开展调研，查看进度、现场办公、破解难题，为

企业发展保驾护航。相关部门从项目招商、落

地、建设到投产，实行全过程跟进、“一站式”

服务，主动做好优化服务的“加法”、减轻企业

负担的“减法”，为铝精深加工产业链发展壮

大营造良好环境。

9 月 22 日，在山西项鑫铝业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电工圆铝杆、脱氧铝豆等产品成功下线，

准备运往河南、河北、江苏、湖北等地。该公司年

产 9 万吨铝型材深加工项目目前已投产，主要

进行电工圆铝杆、电工圆铝杆拉丝深加工，产品

用于电力、钢铁等行业。公司总经理任煌远表

示：“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希望能以

我们的独有产品，为延伸河津的铝精深加工产

业链贡献力量。”

山西海德鲁铝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来自山东

省的招商引资企业，在“标准地+承诺制垣全代

办”政策和“耿小二”式优质服务的感召下落户

河津。公司利用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原炭

素厂厂房，投资建设年产 10 万吨煅后焦技改项

目，通过煅烧炉的高温煅烧，用石油焦原料生产

煅后焦，同时余热锅炉产生的蒸汽可用于企业

配套的化工项目中，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和环保

效益。生产出的煅后焦产品，主要用于生产铝用

阳极和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建成后，不

仅可与国内各大电解铝企业和锂电池企业保持

密切合作，也能开展与国外采购商的合作，对发

展新质生产力、打造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有着

重要意义。目前，该公司煅后焦技改项目一期工

程正在加紧进行设备调试。

向“铝”图强，要在布局；聚“链”成势，要在

规模。当前，河津市正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改革创新、破立并举，链式发展、

向新发力，以铝精深加工产业链招商为突破，带

动全市五大产业链实现新跨越、新发展。

芦燕娟 薛俊杰 武咏梅

向“铝”图强 聚“链”成势
———河津市铝精深加工产业链招商成果扫描

一杯美酒香飘千年，而今杏花愈发娇艳。

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省唯一

以白酒产业为核心的省级开发区，有着“一区

六园”的产业布局，逐步形成了清香白酒生产

园、包装材料产业园、酒文旅融合产业园、生

态康养产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酿酒高粱产

业园，着力构建以白酒为核心的融合发展全

产业链。目前，该开发区共入驻企业 137 户，

其中白酒生产企业 56 户、包装企业 21 户、销

售企业 57 户、房地产企业 3 户，拥有“汾”“竹

叶青”“杏花村”“汾阳王”4 个中国驰名商标和

“汾杏”等 17 个山西省著名商标。

打造融合贯通全产业链条

8 月底，驱车驶出高速，进入杏花村镇，路

两边酒类门店鳞次栉比，绵延 10 多公里，各式

各样的白酒琳琅满目。

“白酒贡献了全市 50%的 GDP、60%的税

收、40%的就业岗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汾

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韩学尧

介绍，基于悠久的酿酒史传承和汾酒品牌影

响，杏花村镇形成庞大的酒产业格局。截至

2023 年底，汾阳白酒及关联企业和商户达到

1012 户，同比增长 109%；白酒产量 22.7 万千

升，同比增长 28.3%；白酒产值 251.6 亿元，同

比增长 24.8%。

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白酒产

业资源禀赋，持续在重塑产业梯队、贯通产业

链条、释放品牌价值、提升服务效能上下功夫，

聚力打造融合贯通的全产业链条。开工建设

汾酒 2030 技改、汾河酒业 4000 吨白酒生产等

20 多个项目，一批重点项目将投产达效；围绕

提升原料供应链，每年投入 5000 万元持续升

级建设优质酿酒高粱种植基地，成功打造“汾

阳酿酒高粱”地理标志产品。建成投用山西杏

花村酒业集团 5 万吨粮储基地，全力打通

“酒企+农户”直购渠道；围绕强化产品包装

链，启动包材产业园区建设，引进自动化、智

能化和研发能力较强的设计、纸类、高端酒

瓶、陶坛等生产企业，不断推动白酒包装本

地化配套；围绕延伸文旅产业链，以杏花村

遗址为“原点”，打造贯通东西的汾酒老作

坊、汾酒集团、中国汾酒城的“产业发展历史

轴”和贯穿南北的杏花村遗址公园、诗意杏

花村的“文化演绎历史轴”，形成诗意杏花

村、文旅会展杏花村、产业杏花村 3 大板块

的酒文旅发展格局，结合时令特点每季度举

办酒文旅特色活动，形成吃、住、游、购、娱一

体化的高品质深度游。

培育产业链核心配套企业

在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几千

亩的玻璃瓶厂、陶瓷瓶厂等企业的车间里充溢

着阵阵轰鸣声，烧制、成型、冷却、上釉等一整

套工艺体系井然有序，精致的外包产品整齐排

列，流水线上的工人忙碌不停。

这个总投资约 3.2 亿元的项目，年产各类

中高档玻璃酒瓶 1.3 亿只，实现产值 3.5 亿元，

解决村里 300 余人就业。

观宇玻璃制品项目是贾家庄村从为汾酒

集团、中国汾酒城产业配套出发，引资建设而

成，生产酒瓶、酒具等。秉承绿色发展理念，该

项目采用花园式工厂、循环型工艺办法，全面

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优化生产流程，构建

低碳、安全、高效的玻璃制品生产体系。

“围绕白酒配套产业，开发区已经上马 4
个包材项目，预计生产酒瓶 2000 万个、酒盖

3500 万个、酒盒 5000 万个、酒箱 1500 万个，

逐步打造山西乃至华北最大的酒类包材配套

基地。”韩学尧介绍，目前本地生产的包材只能

满足 30%的市场需求。

在汾阳，立足现有产业规模和优势，以延

链、补链、建链、强链为主攻方向，推动补短板

和锻长板相结合，正在培育一批产业链核心

企业。推动神农科技酿酒原料加工项目，积极

引进酒缸、酒瓶、酒盖、酒盒、纸箱等企业；启

动贾家庄包装产业园、观宇玻璃二号窑炉等

项目建设，实现成品酒所需包材本地供应；搭

建白酒溯源公共服务平台，建成投用山西省

白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支持汾酒集团

综合活动中心、销售中心、成品物流中心等项

目建设。

未来，将加快山西大学杏花村学院（山西

酿造产业研究院）建设，与江南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合作开展白酒酿造质量提升行动，延

伸白酒上下游产业链条；按照“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清洁利用”原则，利用白酒企业附产

的酒糟等工业废料生产畜用饲料；依托白酒

企业、吕农公司和金土地公司，利用白酒企业

生产的废渣、废料，生产有机化肥，实现酒企

废料循环利用。

帮办全流程审批事项

“施工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鉴于这个项

目的特殊性，开发区管委会特批办理了准许施

工通知书，项目就可以进行非主体结构的各项

准备工作，这样就大大缩短了建设的周期。”8
月 30 日，汾酒 2030 技改原酒产储能扩建项目

施工负责人樊继孝介绍，该项目将于 2025 年

9 月具备生产调试条件，达产后预计新增原酒

产能约 5.1 万吨。

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优化环

境工作专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接授

权事项，设立审批大厅，一个窗口对外，一枚印

章办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成立汾酒 2030
项目工作专班，制定《汾酒 2030 项目全代办工

作方案》，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项目用地

报批手续。

“项目达产后可促进我省白酒产业的集聚

和连片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同时

辐射带动粮食、种植、农产品加工、机械、交通

运输、贸易、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区

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推动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

经济发展。”韩学尧信心满满。

“我们的项目实际比预期提前了一半时间

完工。”山西新晋商（国际）酒庄 5000 吨优质原

酒生产基地项目负责人说，开发区推出的全代

办服务，不仅大大缩短了项目周期，而且审批

全过程都纳入了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一网通

办”，真正做到了“一件事”全流程“最多跑一

次”。

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全代办”服

务工作人员对企业需要帮办代办的事项进行

汇总分析，建立台账，依托审批联动服务机制，

按照“一项目一方案一清单”模式为所有入区

企业投资项目提供全流程全生命周期全代办

服务。截至目前，累计为企业办理 200 余项各

类手续。

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秉承让数据

和信息多跑路、企业和群众少跑腿的服务理

念，积极探索推进“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集

成改革，与入区建设的 33 个项目签订了“全代

办”服务协议，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大力提升

政务服务水平，拓宽服务范围，增强企业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 孟婷

融合延伸 让品牌更有价值
———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白酒全产业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