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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奕

今年的最后一场
冷空气来去匆匆。随
着这股冷空气影响的
逐渐收尾，昨天起我
市步入升温通道。在
高气压的控制下，这
两天天气晴好，明天
最高气温将达 11℃，
市民会度过一个暖洋
洋的元旦。虽然最高
气温回到两位数，但
早晨气温接近冰点或
在冰点以下，昼夜温

差明显增大，早出晚
归的市民一定要做好
保暖措施。

眼下全国大部处
于冷空气影响间歇期，
升温是主旋律。预计
元旦前后，各地气温将
达到阶段性高点，最高
气温 10℃线北推到华
北南部，长江中下游一
带 最 高 气 温 回 升 到
15℃上下，较常年同期
明显偏高。时值隆冬，
天气却暖如2月甚至3
月初，会有一种要“入
春”的错觉。

元旦暖融融

27 日，2024 年世界
举重锦标赛冠军吴艳回
到母校——常州体育运
动学校，与在校教练员、
运动员进行交流互动，
分享成长经历，鼓励小
运动员们刻苦学习训
练，将来在赛场上为国
争光。

据了解，今年 12 月

15 日凌晨，在巴林麦纳
麦举行的2024年世界举
重锦标赛女子87公斤级
比赛中，由常州培养输
送的23岁运动员吴艳获
得抓举、挺举、总成绩三
枚金牌，成为常州第 31
位世界冠军。

■夏晨希 吕亦菲
图文报道

世界冠军吴艳回常州母校

传递“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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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蕾 吴燕翎 王锐
本报通讯员 于玮璟 葛美云 图文报道

签下入驻意向书的那一刻，常州
明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
明明白，他和他的企业将要割舍过去
23年打拼的土地，去追逐一片更高
效、更具规模的“产业原野”。

11月20日，全市体量最大的印
染行业“绿岛”项目——总投资50亿
元的盛源热能印染技术研究示范中
心，签约落户新北区西夏墅镇新北生
态织染工业园。之后的40天里，包括
明泰纺织在内的21个印染项目陆续
完成入驻签约。

一方面，园区以“绿岛”项目为载
体，承接全市优势印染资源；另一方
面，通过“零地技改”激发园内企业“向
上生长”。“破”“立”之间，全市印染行
业正开启一场成长式“产业迁徙”。

一条“入园进区”必由之路

印染，上承织造，下启家纺，在整
个纺织产业链中地位举足轻重，却一
度饱受高耗能、高成本、高污染的困
扰。

《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
的颁布，对加速太湖流域纺织印染产
业结构调整提出更高要求。2020年，
江苏成为全国首个在全省范围内探
索“集约建设、共享治污”“绿岛”模式
的省份，常州也顺势拉开印染行业集
聚整治的攻坚帷幕，淘汰落后产能的
同时，建立三大印染集聚区，推动成长
型企业“入园进区”。

其中，新北生态织染工业园被寄
予厚望，在推动印染企业集聚发展中
扮演着“破冰”的重要角色。如今，园
内有23家印染企业，其中规上企业占
13家。2023年园区实现销售收入19
亿元，税收达8100多万元。

“虽然新北生态织染工业园推动
了印染企业的集聚，但这种集聚仍停
留在物理层面，转型迫在眉睫。”西夏
墅镇副镇长邵学鹏说。

为促使印染企业加速从“物理集
聚”到“化学裂变”，今年，西夏墅镇从
600公顷新北生态织染工业园中划出
24.3公顷，打造盛源热能印染技术研
究示范中心“绿岛”项目，承接全市超
50家印染企业转移。“绿岛”外、园区
内保留企业，也通过“零地技改”打开
向上发展空间。

“西夏墅建‘绿岛’项目，有良好
基础。”邵学鹏说，新北生态织染工业
园是目前全市可开发面积最大、基础
设施配套最齐全、环境容量最大的印
染集聚区。与此同时，在供水、供电、
污水处理等方面，园区也已形成成熟
配套。

一场成长式产业“迁徙”

“每染一吨纱就耗水150多吨，
光污水处理费就上千元。环保不达
标就经营不下去，而投入大量资金治
污后，生产经营成本大幅抬升、企业不
赚钱，同样经营不下去。”记者采访西
夏墅镇的印染企业时，常听到这样的
声音。

进入“绿岛”成了企业的最佳
出路。

何为“绿岛”？盛源热能印染技

术研究示范中心项目负责人冷海峰
介绍，以“产业园区+连片净地+工业
上楼”发展模式，通过“统一规划、统一
设计、统一供气、统一供热、统一治污、
统一中水回用”，彻底打破拖累传统印
染产业改造提升的“坛坛罐罐”，推动
企业危废收集“化零为整”。“进‘岛’
后，企业污水排放量将减少74%、
COD（化学需氧量）减少70%、氨氮减
少60%、总磷减少80%、总氮减少
62%，大幅改善全市水环境质量。”

“进岛”，不仅仅是一次跨区域搬
迁，对于企业来说，更是一场成长式

“迁徙”。邵学鹏说，根据产业升级目
标，西夏墅镇对“进岛”印染企业生产
规模、工艺设备、环保水平都设立相应
的门槛。“无论是腾出产业区域，还是
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西夏墅镇，都将
有更多空间培育出自己的‘金凤凰’。”

产业“迁徙”同时也带来了资源
要素的重新分配。为实现片区土地
在横向和纵向上功能兼容、空间联动，
西夏墅镇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的方式探索混合产业用地成片综
合开发，为园区纺织、服装等配套产业
提供低成本发展路径。

一回“没有前车之鉴”的探索

但，仍有不少印染企业负责人处
于观望状态。

让黄建明最终下定决心的，是一
份《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印染行业“一企
一策”综合整治提升工作的通
知》——“集聚区外，除认定的16家印
染企业为拟提升保留点外，其余原则
上全面关停转型”。11月26日，黄建
明和宏图路上其余5家纺织印染企业
负责人一起签下“绿岛”入驻意向书。

明泰纺织位于新北区龙虎塘民
营工业园内。黄建明至今记得，2003
年前后，厂区门口宏图路上的火热场
景——不到1000米的宏图路，一度
聚集20多家印染企业，每年3—7月
生产旺季，满载布匹、纱线的货车便川
流不息，“宏图路也见证了常州印染行
业的繁华”。

然而，时移世易，大浪淘沙。如
今，宏图路上只剩下包括明泰纺织在
内的6家企业。“正是在一次次技改创
新中，企业不断涅槃重生。”黄建明说，
如今，明泰纺织已成为行业里以创新、
品质取胜的“新生代”，年产值达1亿
元。

黄建明坦言，在签入驻意向书之
前也有过很多顾虑，“真金白银”投入
巨大——光搬迁费就达上千万元。

“但思前想后，‘进岛’只是‘阵痛’。公
司早就想打造数字化印染工厂，进入

‘绿岛’恰似‘一张白纸’有了重新创作

的空间。”黄建明说，“今后环保问题交
给专家来处理，企业只需专心抓生产，
争取打造为‘岛’内的标杆企业。”

“这是一个破旧立新、化难为易、
危中见机的过程。”邵学鹏说，企业在
顾虑、畏难、期盼的纠结中徘徊之时，
西夏墅镇也成立了印染改造提升工
作领导小组，问题协调、工作会商等机
制迅速建立，专班工作人员深度走访
企业，收集诉求，并据此优化惠企服务
政策。

为顺畅各区域之间要素指标流
通，西夏墅镇创造性打通污染物排放
指标转移通道；帮助设备更新改造印
染企业争取政策补贴和贷款贴息；在
新项目建设的2年过渡期间，维持原
厂区生产不中断，确保生产、产业提升
两不误；同时，西夏墅镇也积极与江南
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为“进
岛”企业提供智力保障……“眼下，西
夏墅还在积极向上争取，希望能有更
多政策支持。”邵学鹏说。

一次“零地技改”的“向
上生长”

“进岛”的企业要升级，新北生态
织染工业园内、工业“绿岛”外保留企
业也得转型。

作业机械轰轰作响，电焊火花四
溅，日前，在常州京江源纺织有限公司
所剩无多的空地上，一栋5层高、总投
资1000万元的中水回用车间正在抓
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处理过的中水可
以重新回用到企业生产生活中，回用
率约达总处理水量的65%。

京江源为集织造、染整、成品
制造和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企业加大
技改，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配套
完整的污水、废气处理系统，如今，
每加工1吨布可降本增效500元，
每年加工 2万吨布就可降本增效
1000万元。2024年，企业销售额
预计达6亿元。

常州永宝利染丝有限公司则以
“智改数转”方式开展“零地增效”改
造。在永宝利倒筒车间里，600锭倒
筒设备正满负荷生产，据悉，该设备技
术已达行业领先水平。多年来，企业
聚焦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今
年又投资2000万元，充分结合“互联
网+”技术，将智能化技术从单一染色
生产线延伸至产品全产业链。永宝
利也成为全市第一家通过高质量发
展评审的印染企业。

“‘破’地域之限，‘破’产业之困，
在全市‘一盘棋’统筹下，一个新的绿
色印染经济核心增长极正加速崛起。”
邵学鹏说。

——新北生态织染工业园的转型启示

一场印染行业的“产业迁徙”

永宝利通过永宝利通过““智改数转智改数转””实现实现““零地增效零地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