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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捧回“金”字牌匾以后，彰武县
没有束之高阁，而是以“崛起之责，
当在吾辈”的气魄，以“路虽远，行则
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的决心，谋
划高质量发展之路。

彰武县委主要领导表示，彰武
以“全力打造‘防、治、用’和‘三产融
合’发展典范”为目标，以创新发展
为主线，以提升竞争力和实力为核
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资源培育
为基础，以精深加工为途径，力争将硅
砂产业培育成为我省新兴特色产业。

这段表述，每一个字都源自思
想解放，都源自艰辛的探索。

2017年3月，在中国铸造协会鼎
力帮助下，彰武县取得中国（彰武）铸
造硅砂产业发展论坛承办权。这是
彰武承办的首个“国”字号论坛，没有
任何经验可循，本着慢工出细活的原
则，首届硅砂产业发展论坛组委会一

班人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
创业艰难百战多。2017年8月1

日，组委会发布一份筹备工作总结，能
清晰窥见筹备的艰辛：拨打9000余个
有效邀请电话，参会意向明确的企业
有222家，需要后期跟进的77家……

在电话邀约的同时，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亲上一线，“走出去”“请
进来”，数十支招商小分队登门拜访
黑吉辽、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企业。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017年8
月18日，首届论坛隆重开幕，这是彰
武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天。原定 200 人参会，结果来了 500
余人，业界顶级专家、业内精英悉数
到场，各大宾馆爆满。彰武县一口
气签下 12 个项目，投资金额近 6 亿
元。数十家参会企业走一走、看一
看以后，表达出强烈的合作意愿，成
为日后项目建设繁荣的滥觞。

10家企业集体签约是第二届论
坛的亮点。其中，有3家企业是在参
加首届论坛后，对彰武进行多次明
察暗访后，才决定大手笔投资的。

去年 8月 8日，第三届论坛不光
吸引近200家国内企业参会，德国和
日本企业也来了。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小企业局非国有经济处处长牟淑慧
在论坛上指出，以增强核心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导向，走“专精特
新”之路，这条路彰武走对了。

中国铸造协会会长张立波用
“迅猛”描述彰武硅砂产业发展速
度。他认为，借助论坛平台，彰武成
功实现“三级跳”。第一跳，从无到
有，把硅砂精深加工产业园建起来；
第二跳，以砂为媒，沿产业下游招
商，把铸造和建材产业引进来；第三
跳，稳步提升，把外国资深铸造企业
请进来，视角拓展到国际市场。

做则必成 上演“点砂成金”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近
日，人民日报发布《新千里江山图》,
长度为 3322 厘米，祖国大好河山、风
景名胜一图纵览，其中“彰武沙漠绿
化”荣耀登榜，排在第七张的位置，成
为关外第一景。

《新千里江山图》始于北京万里
长城，终至海南岛“天涯海角”。卷首
从万里长城、故宫一路逶迤北上，经
张北草原、塞罕坝林海，到关外第一
景——“彰武沙漠绿化”。这幅手绘
长卷对点位的选择非常严苛，我省仅
有2处入选。

彰武县位于全国最大的沙地——
科尔沁沙地南缘。历史上，这里曾是
水草丰美的“皇家牧场”。近代以来，
草原沙化加剧，新中国成立前，全县
24 个乡镇有 23 个属于沙区，沙化面
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6％，占辽宁省沙
化面积的1/4。

面对风沙漫卷的严苛自然环境，
彰武县坚持科学治沙不动摇，谱写了
一场波澜壮阔、战天斗地的治沙史
诗，建成 16万公顷防护林带，遏止了

科尔沁沙地南侵，让八百里瀚海重披
绿色，护佑辽宁中部城市群和京津冀
地区生态安全。昔日辽宁的“沙窝
子”，变身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
畜牧业养殖大县和林业生产特色县。

彰武县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不

动摇，不断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的转化之路。2018 年以来，对北部 4
个镇实施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建设，
在新时代治沙英雄努力下，历时两年
综合治理，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的不
足20%提高到70%，消失近百年的“皇

家牧场”风姿再现。今年以来，打造
集荒漠化治理、草原生态恢复、柳河
综合治理为一体的新格局，生态与产
业融合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大力
发展草原经济、绿色经济、美丽经济，
建设美丽乡村13个，示范区内农民人
均增收1000元以上，绿色成为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底色。

彰武县弘扬彰武治沙精神不动
摇，把党建嵌入防沙治沙用沙全过程，
引导党员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坚定践
行“两山”理念的主力军，让红色成为
生态文明建设主旋律。刘斌、董福财、
侯贵、李东魁、宋晓东、杨海清……一
个个治沙英雄挺身向前，在不同历史
时期书写大漠风流。

近年来，彰武县防沙治沙用沙取
得的成就屡屡亮相中央、省、市媒
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彰武县将
进一步弘扬治沙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在更深层次、更
广领域践行“两山”理念，不断开辟“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境界，让这
颗绿色的塞北明珠更加熠熠生辉。

“彰武沙漠绿化”入画《新千里江山图》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9
月12日，第四届中国（彰武）铸造
硅砂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
铸造协会管件与阀门铸件分会年
会将在彰武县开幕。

论坛由中国铸造协会、阜新
市政府主办，彰武县政府、中国铸
造协会管件与阀门铸件分会承
办，以“创新、融合、绿色、智能”为
主题，届时将有 450 余名知名专
家、企业精英济济一堂，分享行业
前沿科技，共商产业发展大计。
论坛期间，将举行2020年中国技
能大赛——第六届全国铸造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启动仪式。

连续四年举办高端论坛，让
彰武县在业界声名鹊起，一批知

名企业纷至沓来。2017年以来，
累计新签约落地项目90个，其中
竣工投产项目 52 个。硅砂深加
工产业随着一批龙头企业入驻，
逐渐迈向价值链高端。装备制造
配套产业涵盖铸造机械设备、铸
造配件等，形成全产业链产品矩
阵，竞争优势日益明显。高端建
材产业充分利用本地硅砂资源，
产品涵盖广场砖、真空石、路面铺
装材料等。

本次论坛将以技术交流、合
作发展、招商引资为重点，充分发
挥彰武县铸造用砂主产区的集聚
效应，搭建发展平台，引导产业走
向，助推彰武硅砂知名度、美誉度再
上新台阶。

硅砂产业发展论坛12日启幕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投
资30亿元的彰武柳河综合治理项
目开始启动，投资 35.6 亿元的双
汇集团全产业链项目在12个乡镇
同时开建，投资 21.4 亿元的新希
望现代农业产业化养殖项目快马
加鞭，投资 6 亿元的华美 3000 万
只肉鸡屠宰深加工产业链扩建项
目破土动工，投资4.5亿元的辽宁
西蒙铸锻年产20万吨玛钢件项目
当年开工、当年投产……今年以来，
一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一批好项
目开工建设，彰武县项目建设好戏
连台，精彩不断。

面对疫情对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造成的冲击，彰武县牢固树
立“项目为王”理念，把心思凝聚
到发展上，把精力集中到项目上，

把功夫下在服务企业上，心往一
处想、力往一处使，强力推进项目
建设，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
支撑，积蓄新动能。3月10日，在
阜新市重点招商项目“云签约”仪
式上，与9家企业成功签约。从4
月下旬开始，全力开展“双招双引
百日活动”，县委、县政府领导亲
上一线，15 个招商组奔赴京津
冀、晋鲁豫等地。截至目前，“走
出去”91 批次，“请进来”160 批
次，其中县级领导“走出去”10批
次，“请进来”52批次。对接跟进
重点在谈项目94个，完成双汇食
品、四合成机械等千万元以上新
签约项目 48个，签约额 102.56亿
元。新开工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4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8个。

新签约项目48个总投资过百亿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给
项目审批定时限，给审批部门立
规矩，给办事企业吃“定心丸”，彰
武县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程
中，打造营商服务新品牌——建
设项目110指挥中心。

彰武县把项目涉及的事项全
部纳入“项目 110”受理范围，负
责从项目注册直至不动产证发放
的全流程手续审批事宜，统筹部
署审批手续横向、纵向有效有序
衔接、省时省力办理。建立彰武
县建设项目110指挥中心微信工
作群平台，每天发布工作动态、部
署审批任务，各部门将工作动态、
项目审批完成情况以文字、图片
等形式发至微信工作群，实现工

作联动、信息共享。
建设项目 110指挥中心通过

制度约束倒逼审批部门从被动审
批向主动服务转变。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项目 110 指挥中心
多次召开交办会议，研究制定审
批方案，确保项目按时开复工。
截至目前，所有进入项目 110 指
挥中心的项目审批时限均缩短一
半以上，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项
目实现早开工、早达产。

彰武县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
不断加大力度，夯实新增土地和闲
置资产两个平台，建立“项目110”
和项目微信群两个渠道，提供项目
管家和护企警官两个保障，确保了
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见效。

“项目110”让审批时限短一半

金秋9月，迎来金灿灿的收获季。9月12日，第四届中国（彰武）铸造硅砂产业发展论坛将在彰武县开幕。
7年前，“把硅砂打造成主导产业”的观点从彰武县甫一提出，硅砂产值占比尚不足1%。如今，硅砂深

加工、装备制造及配套、高端建材三大硅砂类主导产业齐头并进，全口径占比达36.6%。
4年前，“让彰武硅砂从舞台边缘迈向中央”的口号提出时，硅砂产业刚刚崭露头角。如今，作为中国铸

造用硅砂产业基地，通过举办“国”字号高端论坛，在业界声名大噪，龙头企业纷至沓来。彰武经济开发区作为承接硅
砂类产业的主场，有效承接上百个项目，产值翻番增长，成为县域经济强劲增长极。

从破土幼苗到参天大树，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映日荷花别样红，从谈沙色变到“点沙成金”。当梦想成为现实，小
小一粒砂，折射出彰武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变迁。

以砂为媒 彰武崛起硅砂产业
——写在第四届中国铸造硅砂产业发展论坛即将开幕之际

本报记者 侯悦林

“一碗米、半碗沙，五步不认爹和
妈”，彰武县素有“辽宁沙窝子”之
称，风沙肆虐，人们谈沙色变。不过，
在朔风亿万年的吹拂下，诞生了一样
宝贝——硅砂。

彰武县是全国三大天然硅砂主产
地之一，其硅砂品质优良，素有砂中

“细粮”之称，铸造、化工、航空航天都
离不开它。

彰武县硅砂开发始于1957年，虽
然开发史不算短，却始终没有发育成
熟。2013年以前，全行业产值不足经
济总量的1%，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彼时，彰武县硅砂知名度也不高，
不少硅砂企业只好给内蒙古自治区企
业贴牌生产，挣点儿辛苦钱。

无工不富，县域经济始终在低水
平徘徊。长期以来，彰武县工业积贫
积弱。2013 年 9 月，彰武县邀请辽宁
省地质四队首次对硅砂进行理化指标
检测，以此为标志，开启硅砂由配角到
主角的蝶变大幕。

2014 年 5 月，彰武县首次设展台
参加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
同年8月，彰武县委托中国机械工业产
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进行型砂性能检
测，为“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015年，彰武县四次邀请中国铸造
协会领导及行业专家考察指导。以编制

“十三五”规划为契机，出台《彰武县硅砂
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实施意见》和《彰武
县沙（砂）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确定了
保护原则，摸清了产业家底。

历经 3 年的厚积薄发，2016 年 5
月，第二届中国铸造节，彰武硅砂迎来
高光时刻：被中国铸造协会授予“中国
铸造用砂产业基地”称号，这是全国唯
一的县域硅砂产业基地。参会期间，
彰武县乘势进击，一口气对接十余个
项目，成功与数家企业签约或达成投
资合作意向。

至此，彰武硅砂开始从一隅走向
天下，迈向从贴牌到品牌，从边缘到中
央的奋进之旅。

变沙为宝
硅砂逆袭蝶变

2018年 5月，永红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彦青望着工地上往来
穿梭的挖掘机，感慨地说：“在彰武经
济开发区建的新厂区面积比公司在
河北的总部还要大 13公顷，总投资 5
亿元，我把身家性命都押在彰武了。”

李彦青敢于大手笔投资，源自彰
武县良好的营商环境。几位河北老
乡的工厂就在永红公司附近，良好的
经营业绩给他吃了定心丸。彰武县
组建“项目110”，为企业全程代办，过
去最怕跑审批手续的李彦青，这次没
操一点儿心。

两年过去了，永红公司的景象一
派繁忙，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出

口马来西亚、印度、越南等国。看着一
台台铸造机械运出厂区，李彦青高兴
地说：“来彰武县建厂是我最重大的一
次创业抉择，事实证明我做对了。”

与永红公司一墙之隔，是同样来
自河北的企业——辽宁春潮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高
书安感慨，“项目 110”为企业赢得了
早开工 2个月的先机，从开工到投产
仅用 8个月，审批高效率成就了建设
高速度。

彰武县委、县政府清醒地认识
到，发展越快，越需要校准方向。他
们委托大连工业大学编制《彰武县沙
产业发展规划》，委托中铸协专家编

制《彰武县铸造硅砂及铸造产业中长
期发展规划（2018 年-2025 年）》，绘
制发展路线图，给出招商指导图。

中国铸造用硅砂产业基地、中国
硅砂交易中心、中铸协教育培训基
地、中国砂产业联盟副主席单位、中
国铸造产业集群轮值主席单位，五大

“国”字号系于一身，让彰武跻身硅砂
及铸造行业中心位置。

为解决入驻企业的后顾之忧，彰
武县建设铸造固废处理中心，解决了
落户企业的“出口”问题。成立废钢
铁资源再生公司，解决了落户企业

“入口”问题。
今年9月12日，第四届论坛将举

行第六届全国铸造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启动仪式。强化人才力量、产学研
用同频共振，是产业走向成熟、迈向
高端的典型标志。

以丰富资源为载体，以高端论坛
为推介平台，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
营商环境为根本，彰武硅砂产业走出
一条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进而转
化为品牌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的全
新路径。

追溯一粒沙的历史，既是一部彰
武人民自强不息的治沙史，也是一部
拨云见日的探索史。站在新时代起
点上，彰武将不忘来时路，踏上新征
程，继续谱写“点沙成金”的新传奇。

规划先行 产业迈向高端

彰武时讯SHIXUN

招商引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3月25日，彰
武15支招商小分队集体出征，分赴山东潍坊、河北石家庄
和衡水、天津宁河、山西太谷等地。仅6月16日至24日的9
天内，小分队就“走出去”22次，高效开展线索收集、双向考
察、投资洽谈、签约落地和项目推进等。以下这篇招商日志，
真实再现了风尘仆仆、马不停蹄的招商小分队群像。

6月16日

在山东省拜访鹏荣机械、良东机械、中亚专用汽车等公司。

6月17日

走访山东潍坊新精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取得重大成果，总经
理韩建国决定把覆膜砂项目迁至彰武经济开发区，需重点跟进。

6月18日

先后拜访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5家公司。在拜访山东诸
城市威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时，据总经理张辉介绍，该公司曾为
我县满堂红镇宏翔淀粉厂提供过成套设备与技术支持。近期将
与合作企业商讨盘活宏翔淀粉厂事宜，需重点跟进。

6月19日

拜访天津市和山东省两家企业，其中山东诸城泓源有限公
司考虑异地建厂。在详细了解我县招商政策后，总经理张昆表
示9月份来我县考察，需继续跟进。

6月20日

拜访河北省、山东省两家企业，其中山东之华集团正在选择
投资区域，此前已考察过两个地方，投资意向非常明确，已与该
企业进行3次深入交谈，需持续跟进。

6月21日

一天内拜访河北省、山东省6家企业，山东泰捷机械有限公
司有款研发6年的高科技产品，准备投资建厂，负责人表示将来
我县考察。山东潍坊远大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和山东同心管业有
限公司处于扩张期，异地建厂愿望强烈，需重点跟进。
6月22日

拜访山东紫金管件有限公司和山东正隆消防设备有限公
司，两家公司因厂区过小生产受限，拟到我县实地考察。

6月23日

拜访潍坊同治铸造、潍坊龙宇铸造、山东之华集团。龙宇铸
造已落户我县，这次通过以商招商效果很好。
6月23日

与山东军利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军商讨在我县购地投资
建设沟槽管件项目。

6月24日

拜访山东光大线路器材有限公司，与董事长张辉洽谈购地
投资建设电力金具项目。

本报记者 侯悦林 整理

招商日志

德力格尔草原美景再现。 本版图片由彰武县委宣传部提供

彰武县硅砂产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