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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产业，就
像一对孪生兄弟总
是被并列提起，产业
往往是建立在优质

资源的基础上。但近年来，由
于不当开发、路径偏差、技术
迭代等因素，出现了部分优质
资源并没有发展为优质产业
的尴尬局面，辽宁的菱镁产业
便是其中之一。

如何扭转被动局面、重振
雄风？

这不仅是一个产业需要
回答的问题，也是很多传统领
域面临的困境。问题显而易
见，但办法难想、步子难迈。

辽宁菱镁产业给出的答案
或许不完美，但却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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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资源，辽宁已探明储量占
全球总量的 20%、占全国总量的
85%，用它生产的耐火材料产品占
国际市场份额的 60%，在钢铁、水
泥、有色金属等高温冶炼产业链条
中不可替代？

什么产业，以大量消耗资源、牺
牲环境换来飞速发展，一度成为环
保督察的重点对象，综合治理带来
原料和产品紧缺、产品价格非理性
上涨，如今又出现低端重复建设，产
品产量相对过剩，整体科技含量不
高，亟待转型升级？

两个看似大相径庭的问题，答案
却息息相关：菱镁资源和菱镁产业。

菱镁就是菱镁矿，属于特种资
源，其矿产品及镁制品有着天然的优
越特性，是性能优良的耐火材料。辽
宁是中国菱镁矿储量最集中的地区，
矿藏主要分布在海城、大石桥、岫岩
满族自治县、凤城、宽甸满族自治县、
抚顺、辽阳等地，储量约25亿吨。

这份“礼物”是辽宁之幸，更是
辽宁之责。

新中国成立初期，菱镁产业便是
新中国恢复工业建设的首批重点产
业之一。1949年，海城镁矿总厂（现
海城镁矿集团、简称“海镁集团”）就
已开始大规模生产，承担着为全国的
各大钢厂提供耐火原材料的重任。

“小时候，在鞍山，谁的家长在
鞍钢工作，孩子就会被人高看一
眼。在海城，谁的家长要是在海镁
集团上班也是一样。”作为海城的坐
地户，海镁集团宣传部部长朱莹一
直把进海镁集团工作视为理想。

然而，与其他单纯依靠资源粗
放发展的行业类似，随着国家经济
结构调整和对环保的要求逐步升
高，菱镁产业产品单一、科技含量偏
低、行业准入门槛过低等问题凸显，
渐渐不似往日红火。一些小矿被迫
关停，大企业也由于包袱过重而前
行艰难，“维持”成了采访中不少企
业家形容现状的高频词。

昔日的“老大”怎么了？
“菱镁产业出现的问题，并不孤

立，多个特种资源领域都面临着同
样的处境。概括来讲，就是不符合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积极引
导菱镁产业转型升级，从‘原字号’

‘初字号’向‘新字号’‘深字号’迈
进，既是菱镁产业打破瓶颈，走上绿
色高质量发展轨道的钥匙，也将为
硼、滑石、膨润土等其他非金属矿产
资源行业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尤为
重大。”省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建设
工程中心主任侯慧明表示。

如何把菱镁这个辽宁的资源
“特产”，发展为产业链条完备、科技
附加值较高、市场进一步扩大的特
色产业，成为摆在辽宁人面前的开
放式题目。

11月初的这几天，蔡鑫都是在紧张洽
谈中度过的。“再仔细检查合作细节，对技
术本身还要进行最后一轮考察，这可是关
系到咱们海镁集团未来的大事，马虎不
得。”他反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强调。

没错，海镁集团要干“大事”了，作为该
领域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有企业，海镁集团
已经迈出了向镁建材转型的坚实一步。

镁建材、镁化工，可以说是需要大力鼓
励发展的菱镁产品了，与传统耐火材料的
简单烧制不同，这类产品需要化工、冶金等
多领域的技术结合，较之以前单纯的冶炼，
可以说是一次跨界之旅。

转型，并非易事。海镁集团早在几年前
就已经开始留意该领域的先进技术了。“我
们有资源，这是优势，但是转型镁建材领域，
光有资源是不够的，还需要专利技术，因此
我们必须要寻求合作。这些年，海镁集团派
出了不少人到外面去找技术，也向不少专家
寻求协作，此次合作的这家重庆企业，可以
说是我们千挑万选的。”蔡鑫表示。

厚积薄发，机会终于垂青了有准备的
人，海镁集团与重庆某公司的合作一拍即
合，并在鞍山市、海城市两级政府的帮助下
顺利进行。明年，一个全新的项目就将在海
城拔地而起。

菱镁行业“一耐”独大已经持续多年，
发展“非耐”产业，需要勇气与决心，也需要
人才、技术、资金的支持。

“我省的菱镁产业企业资源布局，海
城、大石桥两个地区最为集中，这两个地方
都是县级市，本身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即
便有不错的薪资，年轻人还是愿意去大城
市发展。”史树威求贤若渴的心情和苦恼，
很具有代表性。

生产部骨干王殿臣是一名学习菱镁材
料专业的85后本科生，在他的同学中，只
有他一个人选择了回到家乡从事镁产业工
作，多数同学已转行去了外地。

筑巢引凤，其实也不妨先从筑巢开始。
“现在我们学校就很乐于为企业定向培养一
些人才，既可以让学生去工作，也可以把现有
的技术人员送来进行培训。”王国胜表示。

校企联姻，近水楼台的人才通道，在辽
宁正在开启。

“从特有资源到特色产业，技术是重点
也是难点，这方面辽宁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韩光启边说边向记者数起了辽宁相关领域
科研院所、高校的名字。东北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沈阳化工大学……他一口气说出了
十几个，这还不算辽宁省镁质材料工程中心
等工作机构。

“我们正在积极构建开放式协同创新体
系，引导、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从事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集中研发、成果转
化将成为我们明年工作的重点。同时，政府
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服务，搭建更多平台，
解决企业技术难题。”侯慧明补充说。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
下去，定能到达。借力资源优势、搭建创新
平台、走好转型升级的每一步，期待辽宁之

“镁”未来更美。

谈转型
补齐短板，行业跨界叠加校企联姻

从“原字号”“初字号”向“新字号”“深字号”迈进——

看辽宁菱镁如何突破瓶颈寻求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文并摄

在 前 不 久 举 行 的 第 八 届 中
国辽宁（鞍山·海城）国际镁质材
料（新材料成果）博览会（以下简
称“镁博会”）上，大家对于省新
材料工程中心所属特种资源产
业发展中心主任韩光启的发言
尤为关注。

辽宁菱镁在全国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其整体发展态势、发展
路径，都是行业的风向标。没想
到，韩光启的发言在简单介绍了
整体情况后，就将问题直接提了

出来。
“现在，行业发展存在问题，不

能回避，如何应对？这是大家最关
心的东西。”韩光启表示。

优质矿石供应趋紧，由于环保
督察整改，不少小矿关闭了，即使
矿山复产，高品质矿石供应也逐渐
减少；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生产
设备产能利用率不高，还存在阶段
性、结构性过剩；产品出口呈现量
价齐跌；技术装备落后的问题没有
得到根本解决，推广节能环保新型

炉窑的难度很大；同时节能减排的
压力仍在加大……一连串的问题
提出后，台下的企业家们不自觉地
点头。

大石桥市丰华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史树威表示，“其实问题大
家都认可、也都知道，只是要想改
变，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也存在
风险，一般人不敢动弹啊。”

史树威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
部分企业家的心声。

的确，在整个辽宁菱镁行业

中 ，民 营 企 业 占 比 超 过 95% ，呈
现 低 、散 、小 的 特 点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仅 占 23.4%，转 型 升 级 存 在
客观难度。

“更大的难度还是来自保守
的 主 观 思 维 。”菱 镁 专 家 、沈 阳
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王
国胜在接触了不少企业后有此
感慨。

在王国胜看来，观念的保守来
自三个方面，一是对新的技术认知
不够；二是虽看准了方向，但勇气
不够，不敢做先吃螃蟹的人；三是
满足现状，还是想躺在资源垄断的
暖床上吃老本。

这一观点得到了侯慧明的认
可，他还补充道：“环境的压力只会
加大，在这个问题上，要形成全省
一盘棋的局面，开展综合治理辽宁
不会手软。”

改变观念，并非一蹴而就，这
时，引领示范作用就显得格外重
要。目前，以后英集团、海镁集团、
金龙集团为代表的少数骨干企业，
已经率先进行了技术改造，并且取
得了初步成果。

同时，不少企业家还就镁产业
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是不
能各自为战，还是要抱团取暖，我
们希望主管部门应该出台一个引
领性的文件或者标准，让大家知道
往哪儿走？怎么走？”海镁集团董
事长蔡鑫建议。

“资源优势还需深度利用，我
们目前正在与多方合作整合东北
亚镁质材料交易中心，希望通过大
宗商品交易来掌握以镁质耐火材
料为主的定价权，让辽宁镁的影响
力更大。”史树威表示。

转观念 既要摸准市场脉搏，也要敢于先吃螃蟹

近期，“长板”理论受到热捧，
该理论认为，要不断抻长“长板”，
让优势更加突出，以己之长扩展市
场、增强客户黏性。这一理论在菱
镁产业同样适用。

菱镁产业目前的主要产品包
括镁质耐火材料、镁化工、镁建
材、镁合金等几大类。其中，耐火
材料的准入标准低，相对于镁化
工、镁建材等产品资源和能源消
耗高，且附加值不高，以及同质化
严重、产能过剩，是最需要转型升
级的领域。

部分企业家一听说要转型升
级，便以为要加强力量发展镁合
金、镁化工了，是不是就不让生产
耐火材料了呢？其实不然。

“耐火材料生产，虽然看似传
统，但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辽宁

耐火材料，驰名中外，这是我们的
品牌，不能丢。改革并非放弃耐火
材料的优势，而是量力而行。在我
看来，转型和升级可是两件不同的
事，对于耐火材料而言，升级似乎
更迫在眉睫。”多年从事菱镁行业
管理工作的大石桥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副局长郝民表示。

这里提到的转型，是指转向镁
合金、镁建材等“非耐”领域，是一次
彻底的技术变革。而升级，是为了
扭转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等问
题，进而升级设备、加强工艺管理和
创新，从而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

来到海镁采访的当天，风有些
大，天却很晴朗。“天真好，这样的
好天气过去可不常见。”朱莹对记
者说。海镁集团的办公楼就建在
矿区中，过去窑炉的粉尘排放比较

严重，只要有风，天空中就会飘着
一层灰霾，总是难见晴朗，即便无
风，空气中也会有一股难闻的气
味，大伙儿都不愿意在外面走。

如今不一样了，近几年，海镁集
团接连给设备升级，污染越来越少，
效能越来越高，整个厂区树绿花香，
还被评为省级花园式办公区。

“原来的轻烧窑，需要铺一层
煤、再铺一层菱镁矿石这么叠加
着烧，窑是开放的，效率低、污染
大，很多低品位的矿都被浪费了，
还全是烟。现在好了，我们采用
封闭式、悬浮式轻烧窑，将矿产浮
选，打成粉和煤粉一起烧，然后所
有的排放物都要经过脱硫脱硝等
环保处理，已经做到了粉尘零排
放。”指着眼前这个刚刚建好的封
闭式悬浮式轻烧窑，海镁集团该

项目负责人刘沧新自豪地说。
设备升级投入不小，一个窑就

要1亿多元，但是效率更高，效能更
好，人工成本节省80%。

在辽宁风华实业有限公司的
“三镁”生产示范基地，记者也没有
看到一点儿传统矿区的影子，三座
全封闭、十几米高的新式窑炉并排
而立，仿佛向访客诉说着升级带来
的新变化。

“技术升级后，我们年产高活性
轻烧氧化镁的能力可以达到 15 万
吨，由于产品活性高，生产的普通氧
化镁效能可达到中端氧化镁的要
求。”史树威告诉记者，这类产品目
前的售价已经达到每吨3000多元，
是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的一倍以
上，可以说卖出了“天价”，而且产品
供不应求，订单已排到了明年。

急升级 抻长“长板”，改革并非放弃资源优势

海城菱镁集团的采矿场。

技术人员正在使用刚刚改造升级的选矿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