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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虽至，酷热依然。
眼下，阜新彰武经济开发区“热度”

仍在攀升。园区内各家企业干劲十足，
用一幅幅“热辣滚烫”的生产场景，演绎
着全速奔跑的“速度与激情”。

很难想象，这里曾因闲置而冷清、沉
寂。9 年间，园区生产运行企业从 63 家
锐减至26家，一度成为驾校培训学员的
练车点。

而在之后的短短 6 年里，园区企业
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增至92家。

如今，园区内 90%的厂房又都“热
闹”起来了，用电量年均增速达36.9%。

更为直观的表现是，昔日的驾校培
训“练车点”，变成了今日的企业员工“停
车场”。“早晚高峰时，园区里会堵车。但
这种‘堵’，让人心里敞亮！”彰武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苗君明说话时，眉眼间
展露着笑意，他说，这意味着“停摆”的园
区重生了。

在阜新市，如彰武经济开发区一般
“起死回生”、转型成功的园区并非孤
例。近 3 年来，阜新累计盘活了 76 处、
56.97 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闲置厂房，
启动项目 66个，为企业节约投资 5亿元
以上。

敢于向历史遗留问题“挥刀亮剑”，
阜新市用行动践行着少花钱多办事、少
投入多产出的求新求变发展思路。

今天，让我们走进阜新市，感受闲
置资产从无人问津到“寸土生金”的精
彩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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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资产，曾是制约园区发展的“拦路虎”
“老大难”。

但换个角度看，闲置资产又可谓“蒙尘的珍
珠”，正视其价值，深挖其潜力，科学有效地对其
加以利用，就能够使其再次发光，释放价值，重
获青睐。

在阜新市，我们看到了一场坚持问题导向，不
断创新方式的变革，通过以点带面，重点突破带动整
体推进，正在让更多“沉睡存量”变成“效益增量”。

采访中，记者发现，阜新对于闲置资产的认
定，并非局限于工业园区，而是举一反三，将全
市的“沉睡存量”纳入系统盘活的“大盘子”，通过
变闲为忙，变闲为宝，促进各类资源要素流动起
来，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

摸清“沉睡存量”的底数是前提。阜新通过实
地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全方位梳理和掌握全市
楼宇、厂房、批而未供土地等闲置情况，确保信息准
确完整。

立足实际，顺势而为。盘活闲置资产要把握规
律，依托资源禀赋，找准发展方向，也只有这样，才能
激活“沉睡存量”的核心价值，让其“发光发热”。阜
新根据不同闲置资产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盘
活。比如，在市区内批而未供土地等空闲地块栽植
苗木，助力开展全域苗圃化建设，既实现了闲置资
源的高效利用，又提升了城区的整体环境质量，实
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多赢。

随着一处处闲置资产“枯木又逢春”，一块
块闲置土地旧貌换新颜，阜新大地上的“闲”资
产在不断“忙”起来。随着每一寸土地“含金量”
的提高，其带来的效益也不断攀升。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存量是历史的积
淀，增量是新鲜的“血液”，如何把存量变增量，还
需创新方法不断探索。尤其是闲置资产盘活这
项工作正逐渐进入“深水区”，越往后越不易，更
需要系统思考，大胆创新，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让“沉睡存量”
变“效益增量”

李 越

观与思

盘活的不仅是厂房，还有产业。
阜新市在盘活实践中认识到，盘活要与激活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于是，积极引导各园区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打造特色园区、特色品牌、特色产业上下真功、见实效，
全力破解同质竞争问题。

“赛马”开始，百家争鸣。各园区在高质量发展的赛
道上竞相比拼。大家更加冷静地思考，重新给予园区准
确定位，在依托所在区域的资源禀赋，顺势而为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和布局，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因为大多园区都
有着“看家本领”，各园区的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

彰武园区，颇具代表性。
彰武县是全国天然硅砂主产地，也是中国铸造用硅

砂产业基地。这里拥有我省唯一的天然风积沙矿脉，硅
砂资源储量丰富。总面积近40平方公里，经规划勘察计
划开采区域储存量约25亿吨。

不但量足，而且质优。
彰武硅砂为风积石英砂，砂质良好，加工过程中不需

要破碎磨矿，具有天然的滚圆粒型和均匀的粒度，有着
“沙中细粮”的美誉。

以独具特色的硅砂资源为基础，合理将积沙区、移动
沙丘的有害“沙”，有效应用到工业用“砂”上，着力推进开
发区大力发展硅砂深加工、装备制造及配套、高端建材产
业，成为激活园区活力的关键一招。

正视“家底儿”，将主导产业从林产品加工转变为硅
砂铸造。用好闲置厂房，吸引铸造砂企业落户生根。

在彰武长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偌大的生产车间里，
自动化生产设备正在运行。

“这个厂区原来是做机械加工的，我们将其盘活后，
打造年产175万吨硅砂深加工制品建设项目。在已有厂
房内建设支撑剂生产线、新型建材生产线，年产覆膜砂
30 万吨、覆膜砂支撑剂 55 万吨、压裂用石英砂 50 万吨、
彩砂30万吨、新型建材10万吨。”彰武长江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熊伟说。

以“砂”为媒，点沙成金，变“废”为宝。
彰武长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还是东北铸造废砂处

理中心。这里可以将工业铸件废砂，回收再生成可重复
利用的再生砂，推动铸造行业转身向“绿”。

目前，全国铸造砂十强企业有5家位于彰武县，全国
石油用砂龙头企业有2家落户彰武。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今，放眼阜新
各工业园区，已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图景。

辽宁阜新氟产业开发区，是我省唯一以含氟精细化学
品为特色的“专精特新”化工园区，是国家重点发展的31
个农药产能园区之一。园区云集23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手握348项专利，涌现出一批“巨无霸”产品和冠军单
品。众辉生物生产的杀菌剂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0%，康森
化工研发的含氟特种气体系全球首创。

位于彰武经济开发区内的辽宁裕杰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以优质的产品赢得了市场及客户的认可，产品现已覆
盖全国各地，销售额持续高速增长。

辽宁东也生物新能源有限公司落户在新型材料产业
开发区，定位为厨余垃圾项目建设。新项目轻资产落地，
快速投产见效。

阜新新邱经济开发区的“风电”、辽宁阜新皮革产业
开发区的“皮革”……各园区依据各自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区位条件，加快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
良好格局。

闲置资产，不仅已“重生”，而且成了阜新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

重生后的新路

盘活资产激活园区

3年累计盘活76处、56.97万平方米工业厂房，新启动项目66个，且看——

阜新闲置资产“重生记”
本报记者 李 越

近些年，各地建了不少“工业
园”“产业园”“开发区”。这样的园
区在招商引资和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方面，曾取得比较好的成效。

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园区的
土地长年“沉睡”，圈占不用，圈大建
小，效能较低，这类情况不可否认地
普遍存在于各地区。

这些闲置的资产，如不及时处
置，将会形成新的历史包袱，带来不
稳定因素，甚至抬高后期处置成本。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工业园区
资产闲置的问题由来已久，成因多
样，是块“难啃的骨头”。

首先，定位趋同、特色不足。各
地的工业园区开园之前，在选址、规
划、立项等前期准备工作上，并不十
分充足。比如，与周边园区没有拉
开足够多的“安全距离”；园区的布
局、功能区划等并不科学；更为重要
的是，并非是在充分考虑自身的基
础条件上作出园区定位，而是在一
定程度上对标市场上的热门产业上
项目，存在“跟风上”“赶潮流”的现
象，这也为后期出现同质化竞争埋
下了隐患。

其次，同城拼抢、无序竞争。一
方面，同质化竞争带来最为直接的
问题就是，多个园区聚焦一个产业

“同题共答”，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只
能以优惠换生存。另一方面，在“低

地价”甚至“零地价”吸引下，有些投
资者盲目涌进园区跑马圈地，结果
造成大量资产闲置。

此外，资源短缺、后继乏力也是
掣肘。因为没有因地制宜发展产
业，这种“先天不足”注定了某些园
区在发展中可能会出现总量规模受
限等问题。一方面，园区所在区域
的优势资源没有被充分激活，陷入

“沉睡”；另一方面，园区发展中迫切
需要的资源需从外地调入，不仅耗
时费力，还增加成本，易出现远景疲
软的问题。

更为难解的问题是，这些闲置
资产还大多存在涉法涉诉、融资难
度大、手续补办难、产权关系复杂等
现实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并非
易事。

数据显示，2022年初，阜新市工
业园区共有闲置厂房 159处、150.91
万平方米。

这些“沉睡”的资产，既是发展
的“包袱”，又是巨大的浪费。

怎么办？
是弃之不理，另起炉灶？还是

盘活资产，用好存量？
一场关于“甩包袱”还是“变财

富”的“唇枪舌剑”就此展开，博弈最
终以唤醒“沉睡资产”的共识而画上
句号。

“难，肯定难。但要直面问题不

回避，动真碰硬想办法，通过问题导
向，系统思维，将闲置的资源变成资
产，用足用好。”阜新市委主要领导
表示。一阵阵深化改革的春风吹开
了阜新干部的思想桎梏，强化了大
家的创新意识，激活了大家的创新
思维。

顶层设计出炉：由各园区单打
独斗到全市一盘棋。

阜新市把盘活闲置资产纳入经
济发展总体战略，做好制度层面设
计，系统谋划、重点推进。盘活闲置
资产成为阜新市委、市政府时时抓
在手上的重点工作，上下协同，打破
行业部门壁垒，以重点攻坚“一子
落”实现系统推进“满盘活”。

“今年，阜新市把闲置资产盘活
列为‘十项攻坚行动’之一，成立前
线指挥部，设置 5 个工作专班，采取
调查摸底、建立台账、分析研判、定
期会商等办法，按照由易到难、分批
处理原则，分门别类制定盘活方案，
扎实做好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工
作。”阜新市委主要领导表示，创建

“五个一批”盘活模式，即转型升级
一批、招引项目盘活一批、企业兼并
重组一批、国有平台公司收购一批、
司法破产清算一批。精心制作闲置
资产招商手册，让闲置资产成为招
商资源，并指导各园区科学使用，减
少盲目性。

博弈后的选择

不是“包袱”是财富

思想一变天地宽。
事实证明，闲置资产在招商引

资中，成了重要“砝码”。
阜新市在做好前期调研准备，

充分知己知彼后，针对不同厂房闲
置的原因，分门别类开“良方”解题。

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具备生产
条件的闲置厂房，最易“出手”，其
招商目标就是具有相同生产背景的
企业。

因为，这类厂房的举架、结构、
布局等符合招商对象的需求。一旦
招商成功，入驻企业可“拎包入园”，
即刻生产。对于抢时间、赶进度的
企业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阜新市细
河区的辽宁新吉元创新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吉元”）内，工人们
正紧锣密鼓地忙于生产。

“我们就是冲着这里有现成的
厂房来的，不用拿地盖厂房，来了直
接投入生产，至少节省了半年的准
备时间。”新吉元总经理詹贵华如是
说，公司专注于钢结构产业，恰好了
解到辽宁宝厦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
有厂房闲置，且之前也是按钢结构
产业设计的厂房。

于是，两家企业迅速“牵手”，新
吉元也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了生产。

化整为零，解决“大块头”。
有些闲置厂房，单体面积过大，

单靠一家家新企业，很难“吃”得下。
阜新市采取将大厂房分割出售

的方法解决这一难题。于是，总面
积 4 万平方米，闲置了 10 年之久的
赛斯木业厂区，再度热闹了起来。

在彰武经济开发区，赛斯木业
的厂房被辽宁省电缆协会的成员单
位“组团”盘活。

“我们协会的企业有 30 多家，
原本大多在沈阳进行生产经营。”辽
宁省电缆协会会员刘典说，了解到
阜新彰武有大面积的厂房，正好适
合我们会员单位使用，在实地考察
后，首批 10 家会员单位已入驻于
此。“每家会员单位，根据自己的生
产规模情况，选择面积适合的厂
区。”刘典说，既满足了大家扩大产
能的需求，又实现了会员单位的“抱
团取暖”。

而且还有意外收获。在实际生
产中，刘典发现，因为彰武园区面积
足够大，给会员单位扩大产能提供
了空间。现在这些入园的会员单
位，效益照比过去大幅提升。同时，
彰武园区还具有地皮、人工成本低
等优势，对于企业降本增效大有裨
益。“我们来对了！还要让更多会员
单位了解彰武园区，进而入驻。”刘
典说。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复杂的
“锁”，解决方案也随之“升级”。

对于资产抵押的闲置厂房，阜
新市工信局联合各园区，利用平台
公司进行收购。彰武经济开发区就
借助园区平台公司，回购了天雨木
业、兴宇木业等闲置厂房债权，破解
了厂房抵押难题。之后，通过对厂
房改造升级，满足了企业入驻需求，
现已全部盘活。

对缺少证照或证照抵押的闲置
厂房，寻找适合投资方，采取先行租
用的方式盘活。新型材料产业开发
区就通过“保姆式”服务，与阜新银
行积极沟通，有效解决了证照抵押
问题，并成功引入了辽宁东也生物
新能源有限公司。

扶上马，送一程。盘活不是目
的，之后还要实现良性运转。

为此，阜新市对已盘活项目建
立调度机制，推动项目投产达产。
通过随时调度盘活项目建设中遇到
的问题，协调相关部门帮助解决，推
动项目建设进度。如今，新型材料
产业开发区的国
诚新材料、高新
区的亿家兴生物
以及彰武经济开
发 区 的 天 成 食
品、华威五金等
项目陆续升规入
统，为园区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深思后的解题

闲置资产变招商资源

曾经一度冷清的阜新彰武经济开发区，如今又热闹起来，新企业、新项目争先落地建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杨靖岫摄

彰武长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在阜新上演变“废”为
宝的奇迹，不但盘活了闲置厂房，还点沙成金。

“拎包入园”让辽宁新吉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投
产节省了半年时间。 本报记者 李 越 摄

辽宁裕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产品已覆盖全国，
效益持续攀高，发展势头强劲。

辽宁省电缆协会会员单位的入驻成功盘活了赛斯
木业的闲置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