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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化解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是党员干部应该扛起的一份责任和

担当。

2018年初，我到樊川任职后了解到，液晶显示器、薄膜晶体管、陶瓷、玻璃、粘合剂、阻燃剂……这

些看似毫无关系的东西，其实都离不开一种产品——氧化锌。锌产业是樊川镇的传统产业、支柱产业、富

民产业,关系着全镇近 1/10人口的生活就业。全镇大小锌品生产企业共有 43家，相关从业人员约 2000名，

其中安置残疾人员约 150 名。2017年樊川镇锌产业开票销售约 20 亿元，其占华东市场的份额可谓“三分

天下有其一”。这样的产业现状，对一个位于扬州市东北部的偏远乡镇来说，无疑是振奋人心的。

然而，我在进一步的了解中得知，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时提出，要尽快将三阳河两岸 100米范围内企

业迁出。全镇有一大半的氧化锌企业都在这个范围里。2017 年省“263”专项行动开始后，按照要求，樊

川的 36家氧化锌企业必须在 2020年 6月底前全部实施关停或搬迁。当时，有一位企业主，已经远赴千里

之外的山西太原考察投资氧化锌生产线。

我清楚记得，为这个问题而发愁时，正是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京召开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会

上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红线不容

触碰，政策规定必须执行。但若简单“一刀切”式予以关停，不仅发展数十年的锌产业面临“灭顶之灾”，

全镇工业经济发展势头也会受阻，近 2000人面临失业，他们背后的家庭更要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其造成

的经济损失、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给社会稳定带来的隐患，让人不敢想象。我和班子成员们

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一天吃午饭时，听说一位闻姓企业主在当地氧化锌企业负责人里影响很大，对关停行动十分抵触，我

就萌生了到他公司看一看的想法。走进厂区，发现厂里十分干净整洁，不仅预想中刺鼻的化学气味没闻到，

空气中甚至连粉尘都没有。我很奇怪，难道是消息不准确，或是中午休息时间机器没有运转？还是这一会

儿功夫，公司老总已经想通并停止生产了？再朝里走，一位中年男子正在给墙边的一排红叶石楠浇水，没

想到他就是闻总。

据他介绍，氧化锌产品的生产工艺分为间接法、直接法和化学法，对环境影响大小不一。他们公司所

采用的就是间接法生产，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一步氧化反应过程，其原料、产品均不涉及危化品，生产过程

中更无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排放，也没有噪声污染，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我随他来到生产车间，当

看到氧化锌颗粒通过一根冷却传送风管，送至集尘室布袋即制得氧化锌成品的那一刻，我之前的所有疑虑

全部打消了，心里已经有了打算：在坚决完成搬迁任务的同时，对樊川的锌品生产企业该关的关、该转的

转、该救的救。

经过一番准备后，我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单位负责人、邀请所有锌业企业主召开了座谈会，与企业一起

想办法、共商议、谋出路，制定了搬迁重组、集聚发展的初步方案。让在场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闻总当

即决定于当年 6月 30日前带头拆除到位，比原先规划的时间节点提前了整整半年。在樊川氧化锌产业关停

与否的岔路口，我们找到了出路：寻求政策支持和办理相关手续，政府义不容辞；实施限期关停，拆除生



产设备，企业全力配合。最终通过争取项目、盘活存量、推动转型和集聚发展 4 条策略，汇聚起樊川的锌

产业。

我很清楚，作为一名企业主，要实现搬迁重组、集聚发展，最大的顾虑是政策问题；要将公司关停、

厂房拆除，最大的考虑是资金问题。一方面，我们将樊川的锌产业现状及整治提升意见向上呈报，争取早

日获得同意批复。另一方面，通过与区国土局沟通，积极争取土地复垦项目，在 2018年底前有限的时间里，

完成了三阳河西侧 8家较为集中锌业企业的厂房拆除和土地复垦，产生挂钩指标近 100亩。2019年，我们

第一时间申报了三阳河东侧 15家锌业企业的土地复垦项目，可再产生约 100亩挂钩指标，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企业关停搬迁的经济压力。随着生态修复工程的竣工，不仅整体环境焕然一新，也为打造三阳河沿线

清水廊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集中走访和座谈中发现，几家符合环评要求、规模较大的锌企业具有富余产能，而部分规模偏小的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产品档次偏低。就拿闻总的众发金属来说，其核算产能是 2万吨，而实际产能

正常在 1.2万吨左右，有较大的产能空间可以释放。在我的提议下，闻总同意出让富余产能，在符合环保

等要求的前提下将双荣等数家企业“收入麾下”。与此同时，双荣等企业锌产品“借壳”生产后，生产技

术水平和生产效益得到了明显提高，虽然经历了关停和搬迁的过程，却依然能够保证将库存订单按期交付

到客户手中。

面对越来越大的环保压力，推动创新转型，是锌产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一方面积极争

取政策支持，建议将氧化锌产业与传统意义上的化工行业区别对待，实行分类管理。另一方面，在查阅相

关资料和咨询行业专家后，我们发现锌粉产品生产过程属于物理反应，为有色金属冶金行业，完全符合生

态环保要求。华强锌业是亿元锌业企业，在与企业负责人长谈后，华强锌业同意在配合政府关停沿河厂房

的同时，投资 1.2 亿元在工业园区新建厂房，转型新上锌粉项目。得知华强的发展方向后，多家锌企也纷

纷表达了转型意向，传统的锌产业链得到了有效延伸。

经逐级呈报锌产业集聚发展的请示，2018年底，由省工信厅牵头，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省化工行业协

会等相关单位赴樊川镇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召开了现场论证会。最终省政府同意，在通榆河 1公里外安全、

环保符合要求的工业园区，实施氧化锌企业搬迁重组、集聚发展，总体数量不超过 3 家，其中分配给江都

（樊川）指标 2家。根据上级指导，结合土地实际，在汇总企业意见并论证通过后，我们拿出了具体的实

施方案，将前期关停的 15家企业组建成 2家锌业集团，并积极帮助他们办理各项前置审批手续和工商注册



手续，预计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50亿元。

目前，樊川镇三阳河生态红线 100米范围内的 25家氧化锌生产企业已全部关停，100米至 1公里范围

内 11家生产企业正在关闭中，确保按照序时进度完成到位。关停行动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更让人欣慰和

振奋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锌产业也存续了下来，而且发展前景一片大好，2 家锌业集团已启动建设，因

地制宜的发展策略得到了企业主的点赞。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樊川的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双

赢，既为当地守护了绿水青山，也为百姓留下了金山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