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9 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发布公示，同意将平顶山市命名为

“中国尼龙城”。

这是载入我市发展史册的大事。从

2008 年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启动建

设，到 2016年市九次党代会提出打造“中

国尼龙城”的战略部署，再到 2022 年被

命名为“中国尼龙城”，市委、市政府科学

决策，带领全市上下凝心聚力促转型、谋

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中原煤仓”华丽转身

我市因煤而立、因煤而兴，是新中国

自行勘探设计的第一个特大型煤炭基

地，素有“中原煤仓”之称，原煤储量 103

亿吨，岩盐储量 3300 亿吨，发展煤盐化

工、尼龙化工产业条件得天独厚。为把

资源优势转变成产业发展优势，发挥产

业集聚效应，我市于 2008年启动建设平

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

2012 年，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

限公司第一个入驻园区，主要生产尼龙

工业丝和浸胶帘子布。2014 年，平煤神

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己二酸己内酰

胺项目落户园区，奠定了园区成为尼龙

原材料基地的基础。

此后，以己内酰胺为原料，主要生产

尼龙 6切片的平顶山三梭尼龙发展有限

公司入驻园区；同年，以尼龙 66 盐为主

要原料生产工程塑料的平顶山神马工程

塑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入驻园区。至

此，园区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雏形初

现。发展大潮浩浩荡荡，绿色生态成为

全新命题，市委、市政府顺应大势，不断

加快转型发展步伐。

2016年，市九次党代会提出依托尼龙

新材料产业基础优势，与平煤神马集团共

同打造“中国尼龙城”，引领全市产业转型

升级。同年，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更名

为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2021 年，尼龙新材料产业被列为全

市“一主两优四新多支撑”产业体系的核

心主导产业、首位产业；市十次党代会将

“中国尼龙城”列为打造“四城四区”的第

一城，尼龙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2022 年 3 月，平顶山尼龙新材料开

发区揭牌。

“我市尼龙产业优势明显、基础扎

实，市九次党代会提出打造‘中国尼龙

城’的战略部署，真正拉开了尼龙新材料

产业发展的大幕。”平顶山尼龙新材料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刘明毓说。

坚持规划引领，我市制定了“大尼

龙、全产业链、国际化、创新引领”四大发

展战略，推进尼龙 66与尼龙 6并行发展，

打造尼龙化纤纺织及制品、工程塑料及

制品、聚氨酯和 PC 及制品三大产业单

元。截至 2021 年底，全市尼龙企业近

200 家，尼龙产品产能 240 万吨，尼龙产

业产值约 1000 亿元，千亿级尼龙新材料

产业集群正加速形成。

从乘势而为到创新突破，从一纸蓝

图到产业繁荣，尼龙新材料产业影响力

越来越大、品牌越叫越响，先后被列为省

重点支持的十大新型产业之一，以尼龙

新材料为引领的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入选国家发改委首批战略新兴产业集群

名单，“中国尼龙城”被认定为国家级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产业集群逐步壮大

“中国尼龙城”规划面积 123 平方公

里，按照“一核两翼”进行空间布局，即以

平顶山尼龙新材料开发区为核心，建设

上游原料基地；以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和叶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为两

翼，分别建设尼龙下游深加工基地和聚

氨酯、PC原料及下游深加工基地。

今年 10月 22日，位于平顶山尼龙新

材料开发区的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

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声隆隆，数百

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忙碌不停。

“项目投资 27 亿元，设计年产合成

氨 40万吨、氢气 4亿立方米，建成后可解

决尼龙 6 上游己内酰胺生产原料短缺、

采购成本高的问题。”河南神马氢化学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大勇说。

“中国尼龙城”建设谋划布局了 100

万吨己内酰胺、60 万吨己二酸、60 万吨

尼龙切片、染整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年

产 5 万吨己二腈、年产 15 万吨己二胺、

年产 24 万吨尼龙 66 切片等项目正在加

紧建设。

高起点谋划、高效率突破、高质量推

进，尼龙新材料开发区发展势头迅猛，集

群逐步壮大，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要素加

速汇聚——

大尼龙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尼龙 66

盐、尼龙 66 切片产能亚洲第一，尼龙新

材料产品产能达到 240 万吨，已建成 50

万吨己二酸、40 万吨己内酰胺、30 万吨

尼龙 66盐、19万吨尼龙 66切片、7万吨尼

龙 6切片、15万吨尼龙 66工业丝、20万吨

PC项目，为下游发展纺丝、织造、注塑、聚

氨酯等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

产业链上下游全部贯通。突破己二

腈生产、印染等“卡脖子”环节，打通了

“煤—焦炉煤气—氢气—己二酸—己二

腈—尼龙 66—工业丝（切片）—帘子布

（工程塑料）”产业链；引进福建恒申集

团、浙江嘉兴庆联集团，建成年产 4万吨

尼龙 6 民用丝项目、年产 1.5 亿米高档锦

纶面料项目，形成了“己内酰胺—尼龙 6

聚合切片—尼龙 6 民用丝—织造—染

整”完整产业链。

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与中国科学院、

上海交大等数十家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建立合作关系，开展联合公关，突破己二

腈生产关键技术。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尼龙相关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等 12 家省级创新研发机构；

拥有神马股份博士后工作站、平煤股份

国家级技术中心等6家国家研发机构。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构建“汽运、铁

运、水运”三位一体的综合物流交通体

系，许广、宁洛等 5 条高速公路穿境而

过，郑万高铁实现上海 6小时到达、北京

3小时到达，沙河复航平顶山段具备通行

条件。“中国尼龙城”核心区构建水、电、

蒸汽、天然气、污水处理等七大要素保障

体系，规划建设 2×66 万千瓦热电联产

机组，为园区提供稳定电源和蒸汽。

尼龙新城未来可期

在这个总面积 123 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每天都上演着奋发有为、拼搏进取的

故事，一幅美好图景正在铺展。

“我市将持续推动尼龙新材料产业

集群建设、创新驱动、智能制造、绿色发

展、安全生产、开放合作六大工程，打造

具有更强创新能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

链和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全球规模最

大、产业链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中国

尼龙新材料产业基地。”市发改委主任

史长现说。

在建设路径上，我市将做大原料端、

做强中间端、做实应用端，继续扩大己内

酰胺、己二酸、尼龙切片产能，达到“3个

100万吨”规模，不断延链补链强链，加快

形成工程塑料和尼龙纺织产业集群，形

成独特的技术优势和产品成本优势。同

时，发展尼龙纤维及制品、尼龙改性及注

塑、聚氨酯产业，发掘尼龙高端产品附加

值，形成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融合发

展的产业生态。力争到 2025 年，“中国

尼龙城”“一基地两集群”建设实现阶段

性成果，基地营业收入突破 2000 亿元；

到 2035年，实现基地营业收入 5000亿元

以上，形成以产兴城、产城融合发展的良

好局面。

“中国尼龙城”，一座希望之城、未来

之城、幸福之城，正在展翅腾飞。

（本报记者 魏广军 程颖）

尼龙航母赋新能 产业腾飞势如虹

本社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邮编：467002 广告经营许可证：平工商广字第002号 全媒体编委会办公室：4961924 广告刊登：4963338 发行服务：4965269 平报购时惠：8980198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电话：3988715 上期开印：1：30 印完4：30 定价1.5元

2022年10月24日 星期一 编辑 朱丙强 校对 史杰

1982-2022

1982-2022

8

◉ 2008 年，平顶山化工产业集

聚区在叶县龚店镇启动建设

◉2016 年，市九次党代会提出依

托尼龙新材料产业基础优势，打造

“中国尼龙城”的战略部署

◉2016 年，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

区正式更名为平顶山尼龙新材料

产业集聚区，成为“中国尼龙城”的

核心建设区

◉2018 年，《河南省尼龙新材料

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印发，“中国尼

龙城”建设上升为省级战略

◉2019 年，以尼龙新材料为引领

的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入选全

国首批 66 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名单，“中国尼龙城”建设上升

至国家战略

◉ 2020 年，“中国尼龙城”被科

技部认定为国家尼龙新材料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

◉2022 年 3月，平顶山尼龙新材

料开发区正式揭牌

◉2022 年 8月，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联合会命名平顶山市为“中国

尼龙城”

10 月 21日，叶县常村镇西刘庄村党

支部书记赵红涛察看村集体庄稼长势

后，又朝着养猪综合体的方向望了一会

儿。猪舍里现在有 4000多头猪，出租给

一家养猪专业公司，每年最多为村子创

收 100多万元。“这都是刘书记的功劳，可

惜他看不到了。”赵红涛念叨着。

刘书记叫刘随伸，生前是该村党支

部书记。2019年 2月 17日早上 7点多，他

在村部布置完当天的工作后突发心梗，

倒在了大院内，8点 50分离世。

去世前两天，刘随伸还陪同县领导

察看正在建设的生猪养殖综合体项目，

这是叶县与河南广安集团签约的项目，

计划投资 1200多万元。投资方起初不看

好西刘庄村，因为该村没有可建项目的

大面积平地。为此，刘随伸组织人员利

用一个多月时间，硬是在山坡上整出一

大块平地。上此项目村里需贷款 430万

元，刘随伸是村级公司法人，需要夫妻担

保，他冒着雪带着妻子两次往返县城办

理相关手续。

西刘庄村是常村镇一个偏远的山区

村，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上世纪 90 年

代，高中毕业的刘随伸回到村里，1998

年起任村党支部书记。如何改变村庄

面貌、提高村民收入，成了他日思夜想

的事儿。

如今，在村部的一间办公室里，仍保

存着一块写有贫困资金互助社资金下发

及收回运作方案的黑板。粉笔字是刘随

伸的笔迹，也是他留给全村人的纪念。

当年，西刘庄村为整体贫困村，40%

的村民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06

年，国务院扶贫办的欧青平、杨炼到叶县

选资金互助社试点，试启动造血扶贫新

模式。

西刘庄村一开始并不在试点计划

中。刘随伸获悉后，没日没夜设计出关

于资金互助社的村民户联保、网格化管

理模式，引起了欧青平、杨炼的兴趣。最

终，西刘庄村资金互助社被先期投放资

金 6 万元（后分批追加到 50 万元），资助

村民发展养殖、种植等，80%以上的村民

成为社员。

村民刘军召的大棚香菇种植规模逐

年扩大，另外还种植了 20 多亩（1 亩≈
666.67 平方米）的黄金梨，为方便送货，

前一阵子他还新购了一辆皮卡汽车。他

清楚地记得，当年香菇种植刚起步时正

需要资金，刘随伸打电话告诉他，可以从

资金互助社借款，但他不认为天上能掉

馅饼，一度把电话挂掉。后来，刘随伸上

门宣传，他才试着借了款。如今，他已经

轮回借款十几次，借款额提到了两万元。

村委委员杨太平目前是常兴林业公

司的经理，村集体入股该公司，每年分红

1.8万元，并为 20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

位。“当年，资金互助社的资金帮了我的

大忙，我们全家都忘不了随伸书记……”

他说。

刘随伸生前是西刘庄村资金互助社

的理事长，为资金管理和运行操碎了

心。资金互助社部分占用费（利息）用于

理事会人员报酬，刘随伸拿的最少。

自 2006 年运行至刘随伸去世的前

一年年底，西刘庄村资金互助社的资金

从 50万元滚动到 68万元，发放借款 1843

笔，80%以上的农户都用到互助资金，没

有发生一笔坏账。

西刘庄村探索出来的资金互助社管

理模式很快叫响全县，被国务院扶贫办

作为“叶县模式”向全国推广，资金互助

社全国现场会在叶县召开。

截至去年年底，西刘庄村资金互助

社累计借款 1598.44万元。

如今，叶县修建的近百公里的富民

旅游线路从西刘庄村外通过，全村不少

人走过这段路时心里就发酸：这段路正

是先前刘随伸带着修的 4.5 米宽的水泥

路。西刘庄村有 5 个自然村，当年要修

这段路连接，需占用邻村黄湾 3分土地，

西刘庄村人均不到一亩地，刘随伸就无

偿地用自家的 6分地予以置换。

交通日益方便了，刘随伸为增加全

村收入，积极争取项目，先后促成两个光

伏发电站项目和一座村级集体经济标准

化厂房落户，使得村子每年稳定增收三

四十万元。

2019 年 5 月，叶县被宣布高质量脱

贫，西刘庄村也同时退出贫困村序列；

2020年底，在多项政策帮扶下，全村人口

全部脱贫。

刘随伸已经永远离去，然而他仍长

驻人们心中。不时有人来到他的墓前，

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他的怀念。去年，常

村镇入党积极分子特地来到他的墓前宣

誓，表示要继承他的遗志，为乡村振兴作

出应有贡献。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刘随伸：长驻群众心中的一座丰碑

刘随伸生前在黑板上书写资金互助社借款规则 叶县融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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