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发展看亮点
——来自企业一线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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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日前，
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正式
发文，授予我市“第四批全国节水
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称号，这标志
着我市节水型社会建设从试点迈
入了示范的新阶段。

3 月 17 日，市节水办负责人介
绍，我市属于水资源极度短缺地
区。自 2010 年 10 月被水利部确定
为全国第四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
点以来，我市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和
水资源特点，坚持开源与节流并
重，严格计划用水，加大非常规水
资源利用，推进节水工程建设，强
化节水宣传，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
了明显成效。

2011年至2013年，全市新增有
效灌溉面积 49.3 万亩，建成高标准
粮田 42.5 万亩，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34.41 万亩，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134
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33%。农
田 灌 溉 水 利 用 系 数 由 2009 年 的
0.44提高到2013年的0.58。

全市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由 2009 年的 72%提高到 2013 年的
77%。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
2009 年的 58 立方米降低到 2013 年
的49立方米。

为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我市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经济转型
升级。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生
态农业。通过农业园区和设施农
业建设，加快了节水设施和节水技
术的示范推广；积极推广工业产业
结构升级，发展高科技产业，加强
节水技改，创建节水型企业；加快
第三产业发展，提升第三产业规模
和层次，加大城市供水管网改造力
度，完善供排水基础设施建设，有
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

我市以创建节水型灌区、节水
型企业、节水型学校等节水载体为
落脚点，在农业、工业、生活等各方
面建设了一批理念先进、技术领
先、效果明显的水资源高效利用工
程技术体系，以点带面，点面结合，
全面推进我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进程。

同时，我市还积极探索非传
统水资源利用，开展雨水收集利
用 和 中 水 回 用 等 非 传 统 水 资 源
利 用 工 程 建 设 。 投 入 运 行 的 水
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用水
大户取水、区域地下水水位自动监测实时信息采集。

多年来，我市以水质保护和城乡居民饮水安全为重点，强
化地下水保护工作，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综合整治和达标建设，
大力实施区域供水和农村改水工程建设，推进水生态文明建
设，维护河湖健康生命，改善水环境。

2011年至2013年，我市投资3.96亿元，解决农村83.31万
人饮水不安全问题；地下水开采量由2009年的5.1685亿立方
米下降到2013年的5.0508亿立方米。

2014年 9月，我市成功通过了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组
织的全国第四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终期验收，圆满完成了
试点期间的建设任务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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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平玉霞仍不愿相信，丈夫真
的离去了。

在平玉霞内心深处，曾有一个
未竟的警察梦。她和王高峰是高中
同学，1994 年高考与王高峰填报的
志愿是同一所警校，但因身体原因
未被录取。

1996年两人同时毕业，王高峰成
为一名警察，而平玉霞则到我市一所
高校当了教师。

“我没钱，也没有多大本领，但我
会陪着你走一辈子。”王高峰在大学时
说过的这句话，平玉霞一直记着。

2000年初，两人举办了简单的婚
礼，婚后一直租房住。2002 年，单位
集资房竣工，王高峰夫妇第一个搬了
进去。没有家具，两人在地上睡了两
个月才存够买床的钱。

“高峰是个孝子，1998 年他父亲
病故后，就把母亲接到身边。后来，我

们有了房子，他又把八十多岁的外婆
接过来一起生活。”平玉霞说。

“在我们老家，大年初二是女儿回
娘家的日子。结婚第一年，他答应初
二陪我回去，结果那一天他加班，初三
替一位生病的同事值班，初四处理一
起交通事故，一直到初五才陪我回
去。后来好几年都是这样，我们就商
量提到春节前回娘家。”平玉霞回忆。

2003 年，女儿降生，王高峰高兴
得落泪。

2007 年，王高峰两次因病住院治
疗。出院后，平玉霞经常陪着他到湛河
堤上锻炼，他说：“老婆，我们把身体锻
炼好，等退休了带你去环游世界。”

“女儿快 12 岁了，他说等女儿生
日了我们一家照张全家福，没想到再
也照不成了。他有一颗龋齿，硬的饭
菜不敢吃，催了好长时间他都没去拔，
我好后悔没逼着陪他去。”说着，平玉

霞的泪水再次涌了出来。
丈夫抢救期间，平玉霞发了数条

微信，期待奇迹发生。“你欠我的，要还
我！你答应我的，你绝对不可以赖
账！混蛋！混蛋！混蛋！回来！”这是
平玉霞发出的最后一条微信。

父亲去世后，女儿总是在梦中哭
醒。

平玉霞带着女儿来到丈夫生前工
作过的岗亭，这座岗亭已被命名为王
高峰岗，只是高峰忙碌的身影再也不
会出现。

那一天，平玉霞和女儿站在路边
久久不肯离去。

（本报记者 卢晓兵 常洪涛）

——妻子眼中的王高峰

他爱家里每一个人

王高峰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华谦）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统一部署，3月21日下午，我市在新城区召开
产业集聚区现场办公推进会。

市委书记陈建生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市政协党组副书记胡经文，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丽，市委常委、副市
长王宏景，副市长郑理和各县（市、区）、新城
区、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省级产业集聚区
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各县（市、区）、新城区、高新区的负
责人汇报了今年2月份以来产业集聚区、“两
区”新开工、建成项目情况，围绕主导产业谋
划项目、招商引资情况，以及需要市委、市政

府协调解决的问题。
陈建生在讲话中指出，要千方百计力保

经济稳定增长。今年以来，受需求不足、价格
下滑、经济转型和自身结构性矛盾叠加的影
响，我市工业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起跑决定
后程，一季度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能以什么
样的成效开局？怎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大
家都要深入思考、对账盘点，尽量减少任务后
翘。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研究新常态下经济发
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创新方式方法，抓住关
键环节，在扩大投资、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简
政放权、企业服务、环境治理等方面狠下功
夫，破解瓶颈制约，优化发展环境，夯实稳定

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陈建生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近几年，我市经济下行压力一直很大，
尽管有大环境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产业结
构不优造成的。虽然我们以产业集聚区为载
体，培育形成了医疗器械、不锈钢制品、电子
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成长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但是规模不大、带动不强，没有形成集
群发展态势。因此，要立足我市现有产业基
础，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下大力气改造提升煤
焦化工、盐化工、尼龙化工、钢铁、水泥、纺织
等传统优势产业，调整产业产品结构，拉长产
业链条，推动传统主导产业形成新的竞争优

势。同时，要紧紧围绕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和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链的终端
和价值链的高端上谋划一批特色鲜明的重大
招商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定向招商、专题招
商和以商招商，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努力实现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尽快形成规模效益，打
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平新
产业集聚区东王营安置小区、业强科技有限
公司、国家高压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河南）、威佳汽车城、中兴科技产业园、宝钢·
华中装配式绿色建筑产业园、盛润广场、白龟
湖国家湿地公园。

陈建生主持并讲话

我市召开产业集聚区现场办公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韩江法）3 月 22 日，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石宝华少
将、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副秘书
长李广文少将等来我市考察，市委副
书记张遂兴、市老促会会长裴建中等
陪同。

据悉，8 月 21 日至 24 日，全国老区
生态农产品博览展示会暨农科教推广工
作研讨班将在我市举办。石宝华一行来

我市考察的主要内容是与河南省大香山
商贸集团共商举办全国老区生态农产品
博览展示会事宜。

石宝华一行先后到宝丰县中原解放
纪念馆、演艺中心、红英农业及大香山集
团所属企业、宝丰商业联盟、县会计协
会、春丰购物广场总店等地考察。

石宝华在考察时指出，当前，我国
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期，老

区农村农科教推广方兴未艾，老区农
村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老区三农
持续稳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老区农业生态环境受损，保障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
矛盾日益尖锐，老区传统土特农产品
市场供给需求矛盾逐渐突出，老区农
产品流通和加工环节服务仍然相当
滞后， （下转第二版）

全国老区生态农产品博览展示会将在平举办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领导前来考察，共商博览展示会事宜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3 月 19
日上午，几辆装载己二酸产品的货
车从平煤神马集团尼龙化工公司
大院缓缓驶出。“这是要出口到海
外的高端己二酸产品。目前，我们
生产的己二酸产品不仅替代了进
口，而且出口到海外。”该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乔思怀说。

尼龙化工公司是目前国内唯
一一家完全拥有尼龙 66 盐成套生
产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现代
化联合化工企业，为该集团尼龙化
工板块的尼龙66工业丝和帘子布、
工 程 塑 料 及 气 囊 丝 提 供 生 产 原
料。己二酸是该公司近年来产品
转型的一大亮点，也是产值和利润
新的增长点。

2009 年，尼龙化工公司启动了
20万吨尼龙66盐成套项目和其他技
改项目。2012年10月，项目建成投
产后，尼龙66盐的年产能由原来的
10万吨增加到今30万吨，巩固了年
产能亚洲第一、国际第四的地位。

尼龙化工公司处于平煤神马集
团尼龙化工产业链的最上游，产品
几乎全部供应内部下游企业。近年
来，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
和国际经济增长的乏力，来自下游
企业经营的压力传导到了尼龙化工
公司，使其经营遇到了严重困难。

面对困难，尼龙化工公司主动
出击，积极寻找增效增值的突破
点。

尼龙66盐是由己二酸、己二胺
等众多中间产品化学反应而制成
的。尼龙化工公司经过调研发现，
己二酸虽然国内产能过剩，但是高
品质的己二酸仍需进口。于是，该
公司在保证下游企业原料供应的
同时，坚持高端化、差异化发展思
路，生产高端己二酸。去年，仅己
二酸一项就销售 12 万吨。今年以
来，该公司满负荷生产，仍欠用户
1000吨己二酸。

由于尼龙化工生产线是配套生产，随着己二酸产能的扩
大，己二胺的产能相对过剩。环己醇是生产己二胺的中间产
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空间。于是，该公司又通过技改提高环
己醇的产量。近3年来，环己醇的年产量从10万吨提高到去年
的15万吨，产值和利润进一步提升。

该公司有4台锅炉，以前是用3备1。在尼龙66盐生产各环
节产能不断提高的带动下，生产线所需要的蒸汽等动力量也不
断攀升。经过攻关，该公司取消了备用锅炉，并强化管理，严格
检修，使吨蒸汽成本降低5%，一年节约近2000万元。

通过产品转型，该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加、创利能力
大大提高，2013年逆势创利1.2亿元，2014年又增至1.5亿元，今
年前两个月已实现利润2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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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娟）3月20日上午，全市出口退（免）
税政策培训会暨一类企业出口退（免）
税服务合作协议签订仪式举行。会
上，市国税局与我市一类出口企业签
订协议。

据市国税局进出口税收管理科负
责人李景昊介绍，目前，出口退税管理
实行的是无差别化管理，企业无论信
誉好坏、规模大小和经营时间长短，都

“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退税

占比大、信誉高、税法遵从度高的出口
企业的退税进度，审核无风险和低风
险的退税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精力。为
此，国家税务总局从 3 月 1 日起对出
口企业实行差别化的分类管理，将企
业划分为 4 个管理类别，对纳税遵从
度高、信誉好的一类企业简化管理手
续，申报退税时仅需提供申报资料和
电子数据，不需提供原始凭证，正式
申报电子信息无误的，经过核对申报
信息齐全无误的，即可办理出口退

（免）税，审批时间将从原来的 15 个
工作日缩短到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同
时在国家下达的出口退税计划内可
优先安排一类企业办理，走“绿色通
道”等优化服务措施。二类、三类、四
类企业的退税则要先审核，而且较一
类企业相对严格。

目前，我市共有出口退（免）税企
业 156 户，其中平煤神马集团神马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舞钢公司被评定为
一类出口企业。

一类企业可走“绿色通道”

出口退（免）税企业实行分类管理

本报讯（记者高轶鹏 通
讯员张燕）3月19日，在平高集
团现场安装人员和印度国网业
主的共同见证下，由平高集团
承建的国家电网公司首个海外
EPC 超高压变电站——印度
斯如瓦兰765千伏变电站一次
送电成功，标志着我国首套
765千伏超高压 GIS变电站海
外EPC项目正式投入运行。

印度斯如瓦兰项目位于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韦洛尔市

斯如瓦兰镇，该电站是印度第
一个投运的 765 千伏 GIS 电
站，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为中印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
作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平高集团在积
极 开 展 单 机 设 备 出 口 的 同
时,加大了国际 EPC 项目的
跟踪和投标力度。目前，该
公 司 产 品 已 打 入 波 兰 、印
度 、伊 朗 、尼 泊 尔 等 国 家 的
市场。

我国首个海外超高压EPC
项目一次送电成功

平高之“花”盛开印度之邦

3 月 22 日，一些市民在
白龟山水库北岸一处水位下
降露出的滩涂上游玩。

当日是世界水日，今年的
主题是“水与可持续发展”。3
月20日，白龟山水库的水位为

100.32 米，蓄水量为 1.5 亿立
方米，与往年同期相比水位偏
低1.5米左右，蓄水量偏少近
1/4。目前，水库死水位以上
的蓄水量仅够市区使用 6 个
月。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白龟山水库水位偏低

3月22日，站在露峰山上俯瞰新傅岭村，田间麦苗翠绿油菜金黄，恍若一幅
美丽的油画。鲁山县辛集乡是个浅山区乡，去年以来引导农民流转土地，因地
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本报记者 李志勇 摄

希望的田野美如画

今年3月22日是第23届
“世界水日”，主题确定为“水
与可持续发展”。

水是生命之源，是世界
上最宝贵的资源之一。随着
人口的膨胀以及工农业生产
规模的迅速扩大，人们对水的
需求日益增加。为了让全世
界关注水问题，1993年1月18
日，第 47 届联合国大会根据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订
的《21世纪行动议程》中所提
建议，确定自当年起将每年的
3月22日定为世界水日，以推
动世界各国对水资源进行综
合性统筹规划和管理，加强水
资源保护，并通过开展广泛的

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对开
发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的《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指
出，地球表面超过 70%的面
积为海洋所覆盖，淡水资源
十分有限，而且在空间上分
布非常不均，其中只有 2.5%
的淡水资源能够供人类、动
物和植物使用。全球目前有
8.84 亿人口仍在使用未经净
化改善的饮用水源，约有 30
亿至40亿人家中没有安全可
靠的自来水。每年约有 350
万人的死因与供水不足和卫
生状况不佳有关，这主要发
生在发展中国家。 （新华）

背景资料：世界水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