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州露天煤矿治理效果显著。

2005 年，由于资源枯竭，阜新

海州露天煤矿关闭，遗留的废弃矿

山成为当地人心中的伤疤，埋下城

市地质安全和生态环境的隐患。

这个著名煤矿为国家的经济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露天开采

的作业方式破坏了原有的地质环

境。由于采场范围大、矿坑深、岩土

体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复

杂， 遗留的海州矿坑产生了滑

坡、地面变形、环境污染、残煤自燃

等问题。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开采，该矿

形成了一个东西长 3.9 公里、 南北

宽 1.8 公里、垂深 350 米、总占地面

积 7.02 平方公里的巨型矿坑。矿坑

旁边，还有一座高 120 多米、堆积

量近 10 亿立方米、 占地 14.8 平方

公里的矸石山。 这一坑一山，严重

地威胁着阜新城市地质安全和生

态环境。 生态修复，势在必行。

阜新市委市政府结合经济转

型， 把海州露天煤矿治理建设作

为全市的一件大事，动员全社会

力量参与露天煤矿地质灾害治

理、生态环境恢复等工作，全面开

展矿山环境治理， 实现了资源效

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的统一。

为了消除灾害隐患，他们采取

削坡、平盘、回填等方式，避免滑

坡、地裂；为了修复矿坑周边生态，

他们进行了生态复垦，在矿坑周边

建成了面积超 13 万平方米的四处

生态广场，种植各类树木 4.5 万株；

为了治理矿坑内的土地，他们先试

验种草，等小草站稳脚跟后再修建

挡土墙、护坡和截水沟，让绿色一

米米地向坑内推进……

同时，阜新市积极谋划利用煤

矿遗留下的珍贵矿业人文景观和

地质遗迹。 2009 年 7 月 27 日，海州

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正式开园。 公

园以海州露天矿矿坑为中心景观，

以矸石山生态绿化区等为辅助景

观，分为工业体验、高端休闲、娱乐

体验和商务休闲等四大部分，拥有

矿山文化博览、 地质环境展示、自

然景观观赏、矿山风情展示等八大

景区和矿坑生态环境、露采地采现

场等上百个景点，成为世界级工业

遗产主题公园。

其中，主题广场总面积达 3 万

平方米，摆放着海州露天煤矿使用

过的大型采矿运输设备，如单斗挖

掘机（电镐）、蒸汽机车、推土犁等。

四组仿青铜雕塑，主题分别为“创

业豪情”“雄心壮志 ”“辉煌岁

月”“情满千秋”， 歌颂了海州露

天煤矿三代矿工无私奉献的现代

愚公精神。 而观景台则是俯视整座

矿坑的最佳观景点，整个露天矿坑

相当于 38 个北京故宫的面积。

＞＞＞

昔日矿坑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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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贵华 文/图

曾经，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露天

煤矿，为新中国的工业强国之路输

送物资给养。 后来，这里“煤尽坑

枯”，留下一座纵横数公里、深达数

百米的巨型矿坑。

如今， 废弃的矿山披上绿装，

喷烟冒火的矸石山变成休闲公

园 ， 矿坑周边成了文化繁荣之

地……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华

丽转身。

涪陵榨菜：小小青菜头 百亿大产业

辽宁阜新于 1940 年设市，取

“物阜民丰、焕然一新”之意，是一

座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城市。

1951 年 1 月 1 日，阜新海州露

天煤矿开工兴建。 1953 年，该矿被

列为我国“一五”计划的 156 项重点

工程。 1953 年 7 月 1 日，海州露天

煤矿正式投产。

“有外国专家说这里只能做鱼

塘、种高粱，可咱们硬是凭着人拉

肩扛组装大型设备， 仅仅两年 11

个月就建成投产了。 ”海州露天煤

矿原总工程师赵长青回忆。

由于是露天开采，所以该矿的

生产全部使用电镐、穿孔机等大型

机械挖掘。 投产后当年产量为 170

万吨， 到 1956 年时年产煤炭达到

300 万吨。1988 年，海州露天煤矿年

产量为 630 万吨， 达到投产后的最

高峰。 这些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煤

炭，主要供给阜新电厂、鞍山钢铁

公司等大型生产企业和铁路运输

所需，最远被运往我国江南地区。

数据显示，从 1953 年 7 月 1 日

正式投产， 到 2005 年 5 月 31 日关

闭， 阜新海州露天煤矿累计生产

煤炭 2.44 亿吨 ， 完成工业产值

96.98 亿元， 上缴利税 33.45 亿元，

为我国煤炭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

1960 年版 5 元人民币的背面

图案，是一台大电镐正在工地作业

的场景，展现的正是辽宁阜新海州

露天煤矿工地。 一个企业的工作场

面能被设计到人民币图案上，这在

新中国的钱币史上也是个特例。

因煤而立因煤而兴

＞＞＞

本报记者 吴明国 文/图

“涪陵榨菜 2018 年的产值已

达 102 亿元， 形成了全形榨菜、方

便榨菜、出口榨菜三大系列 100 多

个品种，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谈起

涪陵榨菜的现状来，重庆市涪陵区

榨菜管理办公室主任曹永刚扳起

手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兴奋之情

溢于言表。

涪陵的小小青菜头（榨菜加工

原料），为何走俏国内外市场？

调动农民种植热情

“青菜头的种植时间在每年的

8 月底，与大春作物形成了时间差，

村民们一直以来都有种植青菜头

的习惯。 ”陪同记者采访的百胜镇

政府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蒋国

容介绍说，涪陵是青菜头种植发源

地，百胜镇有 20 个村种植青菜头，

面积达 6.5 万亩， 每年青菜头产量

超过 16.5 万吨，让很多农民都富了

起来。

1915 年，涪陵榨菜在巴拿马万

国商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如今，

榨菜已成为涪陵的一张名片。 1995

年 3 月，涪陵被国家命名为“中国

榨菜之乡”；2003 年， 被国家授予

“全国果蔬十强区” 称号；2015 年，

被授予“中国百佳特色产业县

（区）”；2017 年，被认定为“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

为确保榨菜原料的供应，曹永

刚表示，涪陵区委区政府按照“稳

主产区、扩次产区、拓展新区”的指

导思想，对全区青菜头种植基地建

设进行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全力

以赴发动农民种植青菜头，做大产

业原料基地，夯实产业加工基础。

多年来，涪陵区多措并举调动

农民种植积极性，既做好新品种培

育、 科技推广和青菜头病虫害防

治， 又全面推广优质高产品种，加

强精细育苗工作。 同时，建立以订

单农业为主的“公司 + 基地 + 农

户”的经营模式，解决农民种植榨

菜的市场销售问题。 特别是对贫困

户种植的青菜头给予每亩 200 元

的种植补助。

方法对了，

农民的种植热

情 也 上 来 了 。

2018 年，涪陵 23

个乡镇的 16 万

余农户种植青

菜头，种植面积

达 72.58 万亩 ，

产量 160.03 万

吨，成为全国规

模最大的高产、

优质青菜头鲜销基地和榨菜原料

加工基地。

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

在涪陵现有的 37 家榨菜生产

企业中，作为一家国有重点龙头企

业和全国唯一一家上市酱腌菜企

业，涪陵榨菜集团可谓是撑起了榨

菜产业的半壁江山。

“涪陵榨菜集团是 2000 年三

峡移民搬迁时，由长江边淹没线下

多家国有企业关闭后重组而成

的。 ”涪陵榨菜集团宣传主管何京

府表示，重组时，榨菜集团获得了

1.8 亿元的拆迁补偿资金。 到底是

用这笔资金继续做榨菜，还是发展

其他项目？ 当时集团董事长周斌全

毅然决定走科技兴企之路，担起振

兴涪陵榨菜的重任。

为将作坊式生产转型为现代

化生产，实现从清洗、切分、脱盐到

成品包装的全自动化生产，公司面

向国际市场开展设备招标，从德国

中标单位引进了先进的机械设备。

为了改良口感，采用独创的乳化技

术，将调料的有效成分浸润到液体

中再进行搅拌， 不但过滤了杂质，

还保证了口感。 一项项的技术创新

与突破，让企业生产的“乌江”牌榨

菜在市场上深受喜欢， 畅销海内

外。

2010 年 11 月 23 日，涪陵榨菜

开国内酱腌菜行业先河，正式登陆

A 股市场。去年，涪陵榨菜实现销售

收入近 20 亿元。

涪陵榨菜集团销售公司副总

经理幸川认为，涪陵榨菜集团的崛

起，为当地榨菜行业发展提供了可

借鉴的经验：在工艺上，涪陵榨菜

实施的“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作业

方式规范了行业标准； 在技术上，

自动化生产、智能化作业，提高了

生产效率，可在全行业推广；在品

质上， 推动了榨菜行业的消费升

级。

20 世纪 90 年代末， 涪陵曾拥

有大大小小 300 多家榨菜食品生

产企业。 但在后期发展中，很多企

业都逐步被淘汰出局，涪陵榨菜也

险些未能做强。“任何一个产业的

健康发展，都需要龙头企业的引领

和带动。 ”涪陵区紫竹食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梁永龙说。

“龙头企业确实发挥了主体和

脊梁的作用。 ”曹永刚说，涪陵现已

拥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

户、市级 17 户、区级 5 户，年生产

成品榨菜达 60 万吨以上。

“七个坚持”做优品牌

榨菜作为一头连接农户、一头

连接企业和市场的产业，政府该如

何鼓励和引导其发展？ 涪陵区榨菜

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区委区政府多年来把发展榨菜产

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和富民兴企

第一民生产业来抓，着力“七个坚

持”工作法，即坚持建立完善产业

平台， 坚持加强原料基地建设，坚

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群体，坚持实

施科技兴菜战略， 坚持宣传拓展

“两个市场”，坚持严格品牌使用监

管，坚持环保优先原则，不遗余力

地推动榨菜产业规模做大、品质做

优、品牌做亮。

在政府的引导下，涪陵区成立

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榨菜行业协会，

由 37 家榨菜企业和数十名榨菜行

业专家组成， 现已发展了 60 多家

榨菜专业合作组织。 借助协会行业

自律等“四自”作用和专业合作组

织的统一管理等“五统一”功能，有

效平衡和保证了菜农、 初加工户、

榨菜企业三方利益，推动榨菜行业

规范有序发展。

为确保榨菜产业发展的技术

支撑，涪陵当地的渝东南农科院与

中国农科院合作共建“国家蔬菜改

良中心涪陵榨菜研究中心”， 联合

西南大学、区内重点榨菜企业等创

建了全国唯一的“榨菜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在良种选育、病害防控、

标准化栽培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

为榨菜品牌建设提供了保障。

在帮助青菜头鲜销市场拓展

的过程中，每年涪陵区政府都会组

织区级相关部门、 部分榨菜企业、

榨菜专业合作组织、 镇乡负责人，

组成涪陵青菜头拓市促销工作组，

到全国部分大中城市设点宣传涪

陵青菜头， 并签订设点鲜销协议。

涪陵区榨菜行业协会每年还选定

一个目标城市，举办“涪陵青菜头

推介会”。

今年，涪陵还启动了“涪陵榨

菜”国际商标注册活动。 目前注册

申请已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受理，将会进一步扩大涪陵榨

菜出口、推动涪陵榨菜品牌的国际

化进程。

令人惊讶的是，昔日无人问津

的煤矸石如今也成了香饽饽。 阜

新市以煤矸石、粉煤灰为原料的

综合利用企业已经多达 170 家，每

年能“吃掉”900 万吨煤矸石和粉

煤灰。

如阜新天合环保建筑材料厂

用少量粉煤灰与煤矸石混合制坯

来生产砖块，制坯不用土，烧砖不

用煤。 2018 年， 该公司生产了 1.6

亿块砖，消耗煤矸石和粉煤灰 100

万吨。 而同样数量的砖，如果用原

始方法烧制需要 3000 吨煤。

海州露天煤矿的华丽转身，使

阜新居民的生活环境大大改善。通

过矿山公园的修建，海州露天扬尘

污染的问题得到解决。环境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数据显示，2006 年，阜

新市环境空气可吸入颗 粒物

(PM10) 年均浓度为 117 微克每立

方米，超标 0.67 倍。 2018 年，可吸

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为 69 微

克每立方米，首次实现可吸入颗粒

物浓度达标。

“曾经，家里连窗户都不敢开。

每当刮风时，残煤自燃的黄色烟雾

夹带着矿坑的大量煤尘被吹起来。

如果开窗，屋里就会布满黑色的煤

灰。 ”一位老矿工告诉记者，自己一

家三口人当年住在棚户区不到 20

平方米的小屋里。 夏天外面下大

雨、里面下小雨，冬天则会直灌冷

风。 五六百人的区域，只有一个公

共厕所。 如今，他家也住进了宽敞

明亮的楼房，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从 2005 年开始， 阜新市全面

启动棚户区改造工程，让棚户区居

民搬进了温暖舒适的楼房，周围的

学校、 医院等配套设施也相继完

善， 大大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棚户区居民原来住的是价值仅为

几千元的破旧平房，而依托棚改优

惠政策，他们平均每户仅出资 1 万

多元，就拥有了价值十多万元的房

产。

“小区里有医院、幼儿园，还有

健身广场， 一出门就是石板路，一

出楼就是大商场。 ”一位居民对记

者感叹，“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好

了。 ”

＞＞＞

实现生态绿色发展华丽转身

合肥综合施策稳控房地产市场

记者近日从合肥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获悉，自 2018 年以来，合

肥强化住房保障功能，积极探索推进

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引领房地

产业高质量发展。

该市实践创新，探索住房租赁试

点新路径。 完善住房租赁配套政策，

创新租赁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模式，降

低租赁住房用地价格，率先对开展住

房租赁业务的主体给予财政奖补；培

育多元化租赁市场主体。共组建 9 家

国有房屋租赁公司，筹集房源约 1.27

万套，多元化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同

时，聚焦民生，致力于实现群众住有

所居。 保障性住房建设速度加快，

2018 年新开工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20159 套，完成率达 100.05%。

（本报记者 刘群）

云南致力于建设“最美省份”

5 月 15 日，云南发布《关于努力

将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的

指导意见》，明确了该省到 2035 年的

行动目标———生态保护、 环境质量、

资源利用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全面

建成中国最美丽省份。

意见明确了“时间表”：到 2020

年，空间治理体系初步形成，城乡人

居环境明显提升，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全面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重大

进展，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取得实质性进

展；到 2025 年，生态美、环境美、城市

美、乡村美、山水美成为普遍形态，总

体建成中国最美丽省份。

（本报记者 吴铸城）

广州黄埔区开通公交 5G 运营线路

5 月 17 日， 全国首条常规公交

5G 运营线路正式开通暨黄埔智慧公

交产业园揭牌活动在广州黄埔区珍

宝巴士公司大观路停车场举行。活动

现场，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珍宝巴士

集团、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华为共

同签订了共建 5G 公交站场及智能

公交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在智

慧公交、智能站场、智能驾驶等方面

进行全面合作，共同推动 5G 的示范

应用。

作为广东省首个面向 5G 技术

的物联网与智慧城市示范区， 黄埔

区、广州开发区不断加快 5G 发展应

用的步伐。 本次 5G 公交运营线路的

开通，是该区继 4 月中旬拨通粤港澳

大湾区第一通 5G 电话、 宣告 5G 示

范网络开通和共建 5G 示范区以来，

又一 5G 应用创新场景实质性落地。

（本报记者 李和英）

海峡两岸科技法治学术研讨会举办

“海峡两岸科技法治前沿”学术

研讨会 5 月 18 日至 19 日在武汉理

工大学举办。 研讨会以“科技法治前

沿”为主题，围绕科技创新与应用的

一般法制问题、具体领域的科技法制

问题， 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法律”

“高科技与知识产权法律”“警察与交

通科技法律”“基因与生物医药科技

法律”等四场论坛形式进行了主题发

言、点评和讨论。

据悉，研讨会共征集到上述议题

的论文共 28 篇供与会人员交流，其

中，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法律问题 6

篇、 警察与交通科技法律问题 9 篇、

基因与生物医药科技法律问题 4 篇、

科技与知识产权法律问题 6 篇、其他

论文 3 篇。 （本报记者 付磊）

2019轨道航空产业合作论坛举行

5 月 20 日，“智慧·创新·合作·

发展———2019 轨道航空产业合作论

坛暨成都轨道航空产业功能区投资

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铁道学会

副理事长马福海、成都市投促局北京

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苗峪源等出席

了此次活动。

轨道交通、航空产业，作为当代

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重要标志，日

益显示出强大的驱动力。 近年来，成

都准确把握发展新趋势、紧抓发展新

机遇，正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城市，轨道交通产业已形成“一

校一总部两基地”的发展格局。当前，

正积极抢抓川藏铁路建设新机遇，着

力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世界轨道

交通之都。 （本报记者 冉隆楠）

图为涪陵榨菜的生产车间。

废弃矿山披绿装 综合治理惠民生

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华丽转身

2019 年 5 月 14 日《中国商报》第

六版刊登的辽宁中山拍卖有限公司的

拍卖公告“起拍价：3500 元”， 更正为

“起拍价：1785元”。

更正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