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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建设和城市发展双重
需求之下，推动重化工企业退城搬
迁成为不少城市的选择。

业内人士指出，从各地经验来
看，推动企业退城搬迁要有百年眼
光，需要在顶层设计和区域布局上
做好全面规划。

去年，我省出台 18 个专项实
施方案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河北省城市工业企业退城搬迁改
造专项实施方案》是其中的一项。
该方案提出，2017年至2020年，全
省主要完成 67 家企业退城搬迁
改造。

方案聚焦重点行业，明确方向
路径，专门提出围绕城市工业重点
污染行业搬迁改造，进一步优化生

产力布局，推动集约集聚发展，提
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力争到2020
年，除唐山、邯郸、邢台市主城区
外，其他设区市钢铁、焦化企业基
本退出主城区。

企业退出来，到哪里去？未来
一些重点行业将集中到哪里发展？

按照方案，我省将引导石化企
业向曹妃甸石化产业基地和沧州
渤海新区转移集聚。

医药企业重点向石家庄高端
医药产业园和沧州生物医药产业
基地、安国中药都集聚。

城市周边水泥企业要退出
环首都、环省会“两圈”，形成“燕
山-太行山”一带点式集聚。

玻璃行业，以推进沙河玻璃

企业退城进园为重点，加快企业
兼并重组、产品优化和转型升
级，城市主城区不再布局玻璃生
产企业。

纺织行业，加快实施常山纺织
整体搬迁改造项目，推进纺织印染
企业退城进园。

火电行业，以省属国有、市县
国有企业自备电厂、小型电厂及位
于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燃煤电厂
为重点，逐步关停违法违规擅自建
设的燃煤自备电厂。对城市建成
区燃煤电厂强制实施天然气替代，
对不具备实施天然气等清洁燃料
替代的城市主城区燃煤热电机组，
稳妥实施搬迁，退城进郊。

文/记者 袁伟华

退城搬迁，这些行业向哪里集中
相 关

8 月 16 日，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简称中钢邢机），在 60 岁生日这天，开启了搬迁

模式。这场搬迁，牵动了行业的目光——毕竟，全国五成以上的钢材，七成以上的板材、管材、带材

及H型钢、重轨等，都是使用中钢邢机轧辊生产的。这场搬迁，也被各级政府寄予厚望——要撕开

“重化围城”的口子，为绿色发展探索一条路径；要打造“退市进园”的样板，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空

间；要变搬迁为全面升级，为传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一个现实案例。

□记者 袁伟华 邢 云

8 月 15 日，中钢邢机二分厂生
产车间内，巨大的龙门吊牵引着轧
辊半成品在厂房半空中缓缓移动。

“通俗点理解，轧辊其实就是一
个‘擀面杖’，钢材薄厚、成型，都是
通过轧辊实现的。”中钢邢机二分厂
一位技术工人介绍说。

不过，中钢邢机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的工人专家秦海斌告诉记
者，轧辊作为轧机上的最核心部
件，外形简单，却是高技术含量的
产品，不掌握冶炼、铸造、热处理和
机械加工等核心技术，就无法生产
出满足耐高温、抗高压等轧制条件
的轧辊产品。

“承载着飞驰列车的路轨，每
100 米，90 米以上是用邢机轧辊生
产的。”秦海斌说，中钢邢机累计生
产各类轧辊 50 余万支，用中钢邢
机轧辊轧制的钢材超过60亿吨。

“我们是世界第一大，但并不
一定是第一强。”秦海斌表示，中钢
邢机的老厂区，是在各个历史阶段
分步建设形成的，缺乏统一规则和
整体布局，产线布局不合理、产品
工艺流程不顺畅、装备智能化水平
低等弊端逐渐显现。

转型升级是中钢邢机未来发
展的关键，但转型如何转？

“靠过去修修补补已经没有出
路，必须有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实现
这样的变革，只能靠创新，从空间到
内涵的革命性创新。”薛灵虎说，“整
体搬迁，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中钢邢机的这次搬迁，不是简
单的地理位置平移，而是通过搬迁
新址，打造全新的环境、工艺、设
备、流程。

薛灵虎介绍，搬迁后的中钢邢
机新厂，将建设全球轧辊研发与生
产中心、全国高等级锻件锻材研发
与生产中心、全国焦化设备生产研
发及维保中心，以《中国制造2025》
为指引，建设全球首家智能化、数字
化轧辊生产工厂，实现公司轧辊产
能由18万吨扩展到30万吨以上。

“建设‘三大中心’，将从根本
上实现脱胎换骨，‘搬’出一个高质
量发展的新天地。”薛灵虎说。

一个现实问题是，企业搬迁升
级改造是一项较大的系统工程，仅
凭企业的力量远远不够。有业内人
士认为，成功搬迁改造一个老企业
需要协调的因素很多，一个环节不

到位，某个方面出现问题，都有可
能达不到预期目标。

中钢邢机新厂区三大中心的
建设预计投资超百亿，摆在眼前的
最大问题是，搬迁产生的成本由谁
来承担？记者了解到，中钢邢机这
次搬迁推进过程中，既有来自中钢
集团的鼎力支持，也有当地政府的
政策集成，还有面向社会的全新资
本运作。

同时，在中钢邢机全面升级建
设开工仪式上，省直有关部门和邢
台市都相继表示，省市两级将全力
为中钢邢机公司搬迁和升级改造
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比如在资金上，省政府将全力
支持中钢邢机开展资本运作，努力
实现邢机公司资产证券化，打通资
本通道，推进企业体制机制的转变
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在政策环境上，全省各相关部
门，特别是邢台市委市政府，明确
要将邢机搬迁升级项目作为检验
自身推进“放管服”改革、改进工作
作风和能力的标尺，将积极协调邢
机在搬迁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和困难。

2 如何“搬”出高质量发展一步

“将来这地方腾出来，估计又
得搞大开发，房价肯定便宜不了。”

“听说这回冶金厂搬迁跟拖拉
机厂不一样，要建成绿地和公园
呢！”

8 月 16 日，中钢邢机老厂区门
前，有市民议论。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中钢邢机
的这场搬迁，带走的将是一段关于

“冶金厂”的记忆。但人们更关心
的是腾出来的这 2000 亩土地，未
来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邢台市市长董晓宇坦言，眼
下，邢台的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加
速发展的时期，但与全国、全省先
进地区相比，城市发展依然存在突
出短板，影响了群众的生活质量。

一方面，日积月累的城市布局
问题日益突出，生产生活交织，功
能分区不明显。基础设施老化，城
市功能不健全。中心城市首位度

低，承载带动能力弱。
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实力弱，

城市建设改造资金捉襟见肘。
“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必

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董晓宇说，建设宜居宜业城市，既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期盼。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
局，使城市功能分区更加明确，在这
样的背景下，中钢邢机的这场搬迁，
被邢台市民寄予更多期待。

记者在中钢邢机旧厂址看到，
这里绿树成荫，工业建筑被各种自
然景观环绕，货运铁路、高塔、龙门
吊等工业元素丰富，极具景观价值。

邢台市规划局局长赵俊生介
绍说，依托这些资源，邢台市一开
始就明确，搬迁后的中钢邢机老
厂，不搞盲目的房地产开发，而要
优先安排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完善

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通过高
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既把优质
的公共空间还给市民，又让市民享
受繁荣舒适的环境。

中钢邢机相关负责人透露，搬
迁完成后，中钢邢机将根据邢台市
城市总体规划，对现厂区土地进行
改造开发，通过整合现厂区周边地
块和现有收储地，建设医养中心、中
小学校、幼儿园等社会服务机构，并
开发建设绿色、智慧、创新、宜居的
精品街区。

同时，充分应用工业遗产丰
厚、货运铁路线极具景观价值等资
源，打造工业遗址公园。

按照设想，这片土地上将开发
建设集创新创业、工业会展、商业街
区、品质人居四大功能业态为一体，
集约化、规模化、全业态、多功能的
现代化产城综合体、市域新中心、城
市新名片，形成邢台市城区新地标。

3 留下的空间如何安排

上图为中钢集团邢台机械
轧辊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右图
为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
公司厂区。（8月14日摄）

记者 陈建宇摄

阅读提示

中钢邢机搬迁：

企业谋新生 城市迎新局

8 月 16 日，尽管早知道“冶金
厂”要搬迁的消息，但真到了这一
天，不少邢台市民还是特意赶过
来，看看这个见证了邢台60年工业
记忆的老厂子。

“冶金厂”，是邢台人对中钢集
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的习惯
称呼。

20 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国钢铁
之子鞍钢的轧线上发生断辊事故，
由于当时我国还不具备自主生产
轧辊的能力，中央紧急决定从苏联
空运轧辊。

为了改变这一受制于人的局面，
建立民族轧辊工业，1958 年，党中
央、国务院决定在华北建设一座支撑
中国钢铁工业建设和发展的冶金装
备制造企业——冶金工业部邢台冶
金轧辊配件厂（中钢邢机前身）。

1958年8月16日，冶金部领导
在铸钢转炉基础旁，举行了开工
典礼。

自此，来自本溪筑炉工程公司
和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云集邢台，
在一片庄稼地上开始了创业历程。
建设者们“边设计、边施工、边生
产”，仅建厂 8 个月，就生产出我国
第一支冷硬铸铁轧辊。

2006 年，邢机加盟中钢集团。
2007年，中钢邢机轧辊产销规模跃
居世界第一，至今已连续保持了十

二年。
如今，中钢邢机轧辊产品全球

市场占有率达 20%以上，国内综合
市场占有率达 50%以上，我国 70%
以上的板材、管材、带材以及 H 型
钢、重轨等，都是使用中钢邢机轧
辊生产的。

60 年后，2018 年的 8 月 16 日，
又一场开工典礼在距老冶金厂 12
公里外的邢台经济开发区举行。

在中钢邢机总经理薛灵虎看来，
这两场跨越 60 年时空的“开工典
礼”，代表着中钢邢机两次“新生”。

已经处于行业领军地位的中
钢邢机，为何要搬迁？

实际上，建厂以来，中钢邢机
一直位于邢台市桥西区新兴西大
街 1 号区域，总占地面积 125.54 万
平方米。

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钢
邢机现厂区由城市边沿成为了主
城区，该区域的城市功能已经调
整。同时，伴随着国家大气污染治
理力度加大，厂区内生产也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市民的生活。

“市区及周边集中分布了 130
多家大的重工业燃煤企业，不管刮
什么风，市区都在劫难逃。加之城
市地处太行山前凹槽地带，污染物
易积聚而不易扩散，这也是我市饱
受雾霾之苦的重要原因。”邢台市

环保局局长司国亮说。
“重化围城”，是邢台旧工业布

局最明显的特征，也是一直难解的
老问题。

“我市大气污染治理已到了背
水一战、毫无退路的地步，必须痛
下决心、义无反顾，以壮士断腕的
勇气向前推进，坚决打赢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战。”今年春节后上
班第一天，在邢台市召开的专题会
议上，市委书记王会勇说。

随着大气治理进入攻坚期，污
染物削减的空间越收越窄。必须调
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从根
本上破解“重化围城”的困局。让重
工业企业退城进园，是切实可行的
路子。

压减产能难，关停企业更难，
搬迁重建，更是难上加难。

尤其是对于中钢邢机这样的
企业来说，企业搬迁，意味着每年
18 万吨轧辊的产能要实现有序转
移，市场供应要紧密衔接，3800 多
名工人的通勤、生活等实际困难要
合理解决。

“这个口子必须得撕开。这是
绿色发展理念的要求，是邢台市生
态建设的要求，也是企业社会责任
的要求。”薛灵虎说。

迁建方案几经论证，在今年
5·18 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

1 能否破局“重化围城”

邢台市政府与中钢集团签署中钢
邢机全面升级建设项目，中钢邢机
迁建工程一锤定音。

在 8 月 16 日举行的中钢邢机
全面升级建设开工仪式上，中钢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思伟说，邢
机 60 岁生日的今天，我们又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式开启建设新
邢机、创造新未来的新征程，意义
非凡，影响深远。

据记者了解，中钢邢机搬迁的
示范效应已经出现。此前对企业

“退城进园”顾虑重重的一批企业，
近日也开始主动与政府沟通各自
的搬迁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