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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县聚天海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现场。

春风和煦，万物勃发。4 月 3 日，在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车辆穿梭、机器轰鸣、塔吊高耸，
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走进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及精密机械加工项目现场，生产车间内的
机械吊臂动作精准，各生产环节正高效有序进行。

近年来，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瞄准新材料、新能源两大发展方向，立足固废、碳基、钙
基三大资源优势，大力实施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建链、补链、延链、强链”四大专项行动，已形
成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材料（纤维及其复合材料）、能源（新能源与清洁能
源）三大产业。

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链不断延伸———

“链”上聚合力 产业增活力

合盛堡园区（东区）标准化厂房鸟瞰图。

从“点上开花”到“串珠成链”

“目前我们主要生产陶瓷纤维干法板和

陶瓷纤维毯两大类产品，主要应用于钢铁冶

炼、化工工业、电力管道、船舶汽车等防火、隔

热领域。”4 月 7 日，赢胜（山西）陶瓷纤维有限

公司总经理吴谦说，公司的陶瓷纤维产品取

材于当地煤矸石经过高温煅烧后的高岭土，

安全使用温度可达 800℃~1300℃，具有色泽

白、渣球少、纤维长、重量轻、耐高温、抗热震、

热容小、保温性及化学稳定性好等特点，被称

作“第三代耐火材料”。

从“点上开花”到“串珠成链”，山阴经济

技术开发区立足资源禀赋，不断建链、补链、

延链、强链，以现有超牌、国炫、汉沣、金琛等

一大批煤矸石煅烧高岭土企业为基础，联结

赢胜、晋煜泰、智恒泰等纤维保温材料生产企

业，同步引进华建同治煤矸石资源化利用、惠

晟高硫煤矸石治理等项目，构建起纤维新材

料产业链。

与此同时，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丰

富的煤炭资源优势，聚焦现代煤化工，积极引

进低阶煤分质分级梯级利用项目，以煤炭深

加工产生的煤焦油、针状焦为原料，构建以恒

科为链主的锂离子电池能源产业链条。

“我们专注于锂电池负极材料的生产，目

前一号生产线已试运行，该生产线配备了 12

台艾奇逊炉，平均一炉的出货量能达到 150

吨，预计年产能将达到 4 万多吨。”山西恒科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乔正介

绍，“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数码、电动汽车、

储能、5G 通信、航空航天等行业领域，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这只是我们的一期工程，二期

工程的项目建设正在推进，之后将努力实现年

产 6 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

近年来，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把项目

建设作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强化全

过程要素和服务保障，推动项目储备、建设、投

运梯次推进、滚动发展，促进经营主体提质、扩

量、增效，推动重大项目建成、投产、达效。

固废“一进一出”身价大增

在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链方面，以丰富的煤

矸石和粉煤灰固废为原料，实现变废为宝。

“目前我们在建的办公楼、厂房等建筑材

料，都要用到煤矸石固废加工综合利用产

品。”4 月 4 日，山西省绿保鑫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傅锋辉介绍，“煤矸石固废加工综

合利用产品是用我们自己研发的凝胶和煤矸

石混合做成混凝土，用于地面、路面、砌块、外

墙及隔墙建设，平均每立方米比市场上购买的

混凝土节省 20 元 ~30 元，我们正在建设的项

目要用到 2 万多吨煤矸石。”

山西省绿保鑫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山阴经

济技术开发区合盛堡园区新建 100 万吨 / 年煤

矸石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计划总投资 6 亿元。

该项目年资源化利用煤矸石 100 万吨，建成后

可年产高岭土 40 万吨，洁净煤 10 万吨，吸附

剂 10 万吨，制砖及市政构件 20 万立方米，

特种砂浆 20 万吨，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

值 10 亿元。

4 月 3 日，记者在山阴县聚天海新型建材

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伴随着机器的

轰鸣声，含有 30%工业固废的干硬性混凝土浇

筑到芯模震动制管机内，经过震动、挤压等工

序，直径一米五的排水管就出炉了。粉煤灰、矿

渣、矿山尾矿、煤矸石、建筑及工业废弃物经过

科学配比，通过搅拌、挤压、成型等多道工序，

最终变成排水管，整个过程只需要 20 分钟。20

分钟，工业固废摇身一变成为绿色建材。

“建筑公司、电厂这些企业处理工业固废

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每吨大约 400 元到 600

元。但经过我们的加工，这些固废成为每米售

价高达 1200 元的绿色建材。这些产品广泛应

用于市政公路、雨污分流等项目，一进一出‘身

价大增’。”山阴县聚天海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夏玮东说，“我们凭借独特的技术，高

效利用工业固废，促进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同

时减少环境污染。目前，我们拥有三条生产线，

每年能消耗 140 万吨工业固废。”

以改革“加减法”促环境优化

4 月 4 日，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专班工

作人员正对 100 万吨低阶煤分质利用示范项

目进行入企服务，现场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

100 万吨低阶煤分质利用示范项目是山

西省首台套采用低温热解技术进行人工无烟

煤、非常规天然气开发的示范性项目，占地

13.33 万平方米，总投资 6.2 亿元。项目建成

后，可带动就业人员 160 余人。该项目入驻园

区以来，开发区成立工作专班对口服务，并设

置领办人和代办员，全程服务。

“入驻园区以来，我们在手续审批、现场协

调、融资等方面多次得到了开发区工作人员的

帮助。”山阴县锦晔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熊效宜说。

为了让入驻园区的企业安心生产、静心发

展，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构建了“全员帮办、全

区覆盖、专班推进、负责到底”的帮办体系，确

保一般工业项目拿地即可开工，让优质企业能

够顺利入驻并快速发展。同时，还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建成了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和电子商务

平台，实现了对企业运营情况的实时监控和线

上业务办理，进一步提升了服务效率和质量。

2024 年，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大数

据可视化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两大智慧平台，

不仅能实现与企业实时联网，统一调度指挥，

还可以通过银企对接，及时响应企业融资贷款

需求，也能与客商“隔空对话”，开展“靶向式”

精准招商，节省双方运营成本。

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释放活

力的“稳定器”。山阴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优化服

务上做“加法”，在办事流程上做“减法”，强化

要素保障，拓展服务功能，以高质量营商环境

谋高质量发展之进。 孟婷 文/图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大势的关键之举，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霍州经开区立足本地实

际，深度践行上级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

围绕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及科研条件等关键要

素，精准谋划、系统施策，从内部改革激发活力，

到外部招商推动产业升级，全方位、多维度探索

具有鲜明霍州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

深耕“三化三制”改革，

激活新质生产力内生动力源

深化“三制”举措，汇聚人才智力洪流。优化

领导班子架构。“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霍州市严

格对标《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秉持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标准，

精心选拔政治素质过硬、专业能力突出、具备创

新思维与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干部充实开发区领

导班子。通过定期开展领导干部专业化能力培

训，聚焦新质生产力前沿知识、产业政策解读等

内容，持续提升班子成员引领开发区在新质生

产力领航能力，充分发挥“头雁效应”，为开发区

各项事业发展把稳方向舵。畅通干部流通渠道。

依据《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深化开发区人

事和薪酬制度改革实行“三化三制”的指导意

见》，霍州市鼓励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优秀干部

投身经开区建设。目前，已有 13 名优秀干部选

调至经开区，为经开区注入丰富行政管理经验

与多元工作思路。同时，探索建立经开区与地方

之间常态化、制度化的干部交流机制，明确交流

原则、程序与考核标准，推动干部在不同岗位锻

炼成长，实现干部资源的高效配置与优势互补，

构建起干部队伍良性循环发展格局。广纳外部

优质人才。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人才

引育导向，紧密贴合经开区产业发展需求与岗

位设置，制定个性化人才招引方案。一方面，公

开招考 19 名硕士研究生，确保专业对口、人岗

相适，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通

过市场化选聘方式，聘请 1 名具有丰富招商经验

与广泛行业资源的招商总监，精准对接优质项目

与高端人才资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坚实的

人才支撑体系。发挥博士服务团效能。全面贯彻

上级关于人才工作部署，经开区以企业需求为出

发点，深入开展调研走访，建立企业人才与技术

需求清单，为精准选派博士提供详实依据。同时，

搭建博士与企业对接服务平台，通过设立博士工

作站、开展技术合作项目等形式，充分发挥博士

的专业技术优势，助力企业攻克技术难题、开展

产品研发创新，推动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

推进“三化”建设，构建高效运营模式。推动

专业化运营管理。推行“管运分离”模式，成立“霍

州经开区建投公司”，并将霍州市建投公司纳入

旗下作为全资子公司。通过整合资源，持续壮大

建投公司资产规模，提升其市场运营能力与融资

水平。目前，已投资建成经开区工业污水处理厂、

标准化厂房项目（一期），有效改善园区基础设施

条件，提升产业承载能力；标准化厂房（二期）建

设也在稳步推进中，为产业集聚发展与新质生产

力培育搭建优质平台。强化市场化运作机制。依

托霍州煤电集团鑫钜煤机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与太原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合作，建立智能再制

造研究院，围绕煤机装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产业创新升级。

此外，联合太原理工大学、太原科技大学等高校

及国内 20 多家企业，组建山西省智能再制造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开展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活动，推动智能再制造产业朝

着集聚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发展，营

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创新生态环境。

立足区域优势，

开展低碳绿色精准招商行动

经开区充分挖掘自身丰富的煤电资源、坚实

的工业基础、较低的人力成本及便捷的交通网络

等比较优势，精准锚定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全力

推进专业化招商及精细化服务工作。依据国家产

业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变化，制定科学合理、具

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产业发展规划，引导资

金、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向新兴产业集聚，

积极推动优质产业项目落地见效。聚焦高端装

备、节能环保、信创与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大力开展低碳化、绿色化招商活动，累

计组织开展 15 次“点对点”招商活动，对 20 余家

行业龙头企业、科研机构进行深入对接考察，围

绕项目合作模式、投资规模、政策需求等关键环

节开展多轮洽谈。目前，已成功签约一批投资规

模大、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优质项目，如固

废资源循环利用“六零”工厂示范项目，致力于实

现工业固废的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100MW光伏+农业+林业发电项目，探索新能源

与生态农业、林业融合发展新模式；10 万吨精密

铸造建设项目，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补链强

链；年产 200 万台智能电子产品制造、年产 120
万片液晶触屏制造项目等，加速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培育，持续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动能。

聚焦传统产业转型，

赋能煤电产业新质发展

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助力产业绿色转型。积

极响应国家关于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政

策号召，全方位支持国家能源集团山西电力有限

公司霍州发电厂和山西兆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煤电企业，紧抓政策机遇，科学开展技术改

造。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优化工艺流程、升级

产品结构、提高环保标准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传

统煤电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2024 年，两大电厂共实施 8 个技术改造项目，在

提升发电效率的同时，显著降低了能耗与污染物

排放，实现节能减排与提质增效双重目标。同时，

坚持产业链延伸与技术改造协同推进，配套建设

光伏发电项目，推动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发展。

加速智能化发展进程，提升产业核心竞争

力。依托霍州煤电集团鑫钜煤机装备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山西鑫创晟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企业，充分发挥山西智能再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智能再制造研究院的优势，积极与上海

创立、华为技术公司等企业在矿山装备智能化

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组织编制《霍州市煤机装备

制造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明确产业发展目标、重

点任务与保障措施，重点培育发展煤机装备制

造产业。通过整合市内煤机装备制造企业资源，

加强上下游企业协作配套，完善煤机装备制造产

业链条，推动煤机装备智能再制造向“集聚、智

能、绿色、服务”方向转变，全力打造具有区域影

响力的煤机装备制造基地。目前，全市共有涉及

煤机装备、非煤产业的机械和设备修理业企业

10 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 6 家，高新技术企业 2
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 家。

加强绿色化建设，打造新型绿色建材产业集

群。以山西建投天筑兆光绿色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为引领，充分利用电厂产

生的脱硫石膏、粉煤灰等煤基固废，生产高端纸

面石膏板、抹灰石膏、ALC 板材等新型绿色建材。

霍州辛能电力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高

品质建筑石膏生产线、山西大地华基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霍州分公司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

地项目、山西天喜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20 万吨高活性钙脱硫剂项目先后建成投产。同

时，成功引进山西迈收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固

废资源循环利用“六零”工厂示范项目，进一步完

善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链条，实现煤基固废的

无害化处理与高效循环利用，打造形成特色鲜

明、技术先进、绿色环保的新型绿色建材产业园。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集群，

打造新质生产力增长极

紧扣《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中

确定的8 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在持续做强

高端装备制造与节能环保两大主导产业基础

上，主动顺应产业发展新趋势，逐步将产业定

位向数据经济、新能源、电子产品制造等新兴

领域拓展延伸，着力培育形成三大新兴产业

集群。打造算力服务基地，赋能数字经济发

展。紧抓“东数西算”以及“数智强省示范工

程”战略机遇，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落地开工总投资 25 亿元的霍州新时代

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省级重点项目。该项目

占地约 8.33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超 8 万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 6 栋数据中心楼、3 栋

柴发平台和 1 栋运维中心，配置 8000 个高功

率机柜 及配套 设施，建成 后将 形 成一 个

1000PFlops 的算力资源池。今年第三季度，1
号数据中心楼将率先投入运营，项目整体建

成后，预计年营收达 8 亿元，创造 100 多个就

业岗位。同时，积极对接保信能源、浪潮建汇、

万方智讯等企业，签约总投资 15 亿元的保信

智算科技（临汾）有限公司霍州市智算中心项

目，吸引云计算、数据标注、数据存储等相关

产业集聚，赋能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打

造新能源+储能产业基地，推动能源结构优化

升级。充分利用霍州市丰富的光照资源优势，

积极推进两大电厂能源转型，大力发展“光

伏+储能”产业。目前，山西兆光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100MW 煤电+风光+储能一体化项目、国

能霍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MW 光伏发电二

期项目正稳步推进。同时，主动对接深圳中能

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储能电池产业基地项

目，围绕新能源储能电池产业链开展延链、补

链、强链工作，全力打造集光伏发电、储能电池

生产、应用于一体的霍州市新能源+储能产业

基地，为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推动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打造电子产品制造基

地，拓宽产业发展新路径。成功推动山西凌微

科技有限公司 2 亿颗芯片封装测试项目、山西

兴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数据线生产加工项

目、山西杰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20 万片

液晶触屏制造项目、山西嘉华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200 万台智能电子产品制造项目投产

运营，初步形成集芯片封测、液晶屏制造、产品

组装于一体的电子产品制造产业链。随着产业

集聚效应逐步显现，电子产品制造产业园建设

已具雏形，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新的增长

点，进一步拓宽了区域产业发展空间。 王波

精筑内外协同格局 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纪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