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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原大地为何常绿 

——河南省利用清洁发展委托贷款推进地区发展纪实 

 

《中国财经报》2015 年 8 月 13 日第一版 

 

发现不久的位于河南浚县的黎阳仓，是距今 1400 多年隋唐时期的国家粮仓，

其 84 个仓窖的储粮能供 8 万成年人食用一年。河南，这片承载着八千年农耕文

明荣耀的中原腹地，不断证明其“得中原者得天下”的美誉。 

今天，展开新世纪“天下粮仓”的光辉卷轴，河南千里沃野、万顷平畴的壮

景仍然可以不断延伸下去。依靠科技的力量，河南粮食不仅能够增收，还能够保

持优质；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吃饭需求和粮食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每年还能够

向国家贡献 400 亿斤以上的商品粮及其制成品。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财政部清洁基金对河南省的支持。自 2012 年首批 2 个

贷款项目批复以来，沼气发电、水力发电、可降解塑料、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等一

批清洁能源项目接连获批。土地需要安全，农田需要环保，清洁基金高效率、成

规模的投入方式，引领、鼓励着清洁生产这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在粮食生产大省落

地生根。稳产高产的同时，伴生绿色良田的，还有一抹低碳、环保之绿，这种清

洁生产的发展模式将以越来越重要的身姿，为中原大地上的神圣粮仓保驾护航。 

因地制宜 

庆祝抗战胜利 70 周年前夕，我们不能不提到一家在抗日战火硝烟中诞生的

企业——芳林酒精厂。生产救国、为我党筹集经费、提供战争燃料，这是当年我

党决定建厂的初衷。在艰苦的年代里，掩护革命志士、组织工人武装，参加抗日

战斗，豫西一带无人不晓“芳林”。 

经历 76 年风雨历程，尽管现如今“芳林”已经更名为天冠集团，但该企业

在行业内仍是响当当的。曾几何时，该企业发展已经由艰苦创业转为力争创新。

从“十一五”起，天冠就立足于燃料乙醇产业平台，重点实施了纤维乙醇、生物

天然气、PPC 全降解塑料等一系列低碳项目的开发，并由此成为首个经过国家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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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万吨级纤维乙醇产业化示范项目，在第二代燃料乙醇研发中跻身国际先进行

列。在这条探索绿色能源的道路上，天冠人一定要提到的，就是财政部清洁基金

的助力。 

“吃干榨净”，是到过天冠的人都记得的一个口号，说的是天冠生产的目标。

进入新世纪，天冠把探索绿色能源作为企业发展最宏大的愿景。1992 年，天冠

率先开始了绿色能源燃料乙醇的研发。2000 年，天冠董事长张晓阳提出“关于

在我国推行汽油醇清洁燃料，以综合解决国家石油枯竭、粮食过剩以及环境恶化

三大热点问题的政策建议”，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从而推动了我国能

源战略调整和车用乙醇汽油的推广。几经努力，天冠建成了国内首家 30 万吨燃

料乙醇生产装置。本世纪初，天冠又向循环经济进发，追求把生物质原料“吃干

榨净”、让所有生产环节没有任何废物排放，形成了天冠循环经济产业链。每一

粒粮食，每一根秸秆、每一滴水、每一度电，进入天冠的生产流程，也就进入了

循环经济的链条，并能够通过优化配置，在循环经济的链条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酒精废料、麸壳皮渣变成了低聚糖，废液变成了沼气，而沼气又用来发电和作为

车用天然气燃料，沼渣沼液加工成了有机肥，链条环环相扣，一环比一环增值。

2012 年初动工的中聚天冠沼气发电项目，则将生产环节再推进一步。 

这既是探索也是创新，鼓励和支持这样的节能生产模式，体现了政府的指导

思路。2012 年，通过省财政的积极申报，清洁基金 6000 万元委托贷款迅速到位。

天冠异常珍惜这笔难得的资金，更加坚定了技改的决心。仅用了半年时间，天冠

沼气发电二期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就正式投运，至今已累计运行 17500 小

时，燃气轮机累计发电 1.5 亿度，蒸汽产量累计 18 万吨。该发电项目节能减排

明显，每年可节省标煤 10 万吨，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9.8 万吨。 

今年入夏以来，受麦收季连续阴雨等因素影响，河南、安徽等部分地区小麦

出现萌动、不完善粒偏高等问题，农民遭遇“卖粮难”，从百姓到各级管理部门

都为此寝食不安。天冠的决策者认为，在此时企业不可以缺位，应尽企业的社会

责任。目前天冠正以日超 5000 吨的数量全力收购，为农民和政府分忧解难。公

司有信心通过自有技术将这些陈化粮转化为新能源。 

“灯塔”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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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展播的“灯塔奖”入选项目宣传视频里，

赫然出现了中国的镜头，清洁基金首次获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颁发的“改变的动力：气候友好投融资”灯塔案例奖，而选中的案例之一就是河

南省兰考县秸秆热电项目。获此殊荣的兰考瑞华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那时刚刚投

产运行不久。 

环保、高效、科学的循环生产方式，有效处理了不断生成的农田“垃圾”，

是瑞华公司获奖的理由：以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为生产原料；发电离不开水，这里

用的是兰考污水处理厂生产的中水；秸秆焚烧后的草木灰没有抛弃，再用于制作

复合肥，可以年减排二氧化碳当量 32.4 万吨。这一项目每年可将 30 万吨废料转

化为热能和电能，年发电 1.68 亿千瓦时，每天可供热 1200 吨蒸汽。企业实现年

产值 1.35 亿元，利税 4000 万元，直接和间接增加产业链就业人员 1000 多人，

为农民直接增加收入 5000 万元以上。 

看似并不复杂的生产原理，前期投入却并不简单，缺了哪个环节都不能运转。

就在项目开工运行前的关键阶段，企业资金出现紧张。河南省财政及时了解到这

一情况，积极争取国家财政支持。清洁基金在完成申请、考察、审核一系列规范

运作之后，对 5000 万元委托贷款以最快的速度予以批复。贷款到位，企业如期

开工。2014 年，建设规模为两台 12 兆瓦的热电联产发电机组已经实现满负荷运

行；2015 年预计发电 2.1 亿千瓦时，将实现收入 14000 万元、利税 2500 万元，

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远远超过省其他同行业电厂。 

眼下，正值夏收不久，瑞华公司的门口，大车、小车排起的长队见头不见尾，

赶来交秸秆的农民们热热闹闹。两年前记者采访时，农民们说：“交秸秆自己就

不用再想法处理，政府还可以补钱给自己。”如今农民们表示，交秸秆是为了减

少污染、助力环保。 

谈到下一步，该公司董事长乔相鸣踌躇满志：“我们将以兰考瑞华环保电力

有限公司为主体，收购 3—5 个同类型的生物质发电企业。利用兰考瑞华的人才

优势和管理优势，实施统一采购、统一原材料调配、统一生产技术调度、统一质

量控制、统一价格体系的‘五统一’战略，打造国内一流的生物质清洁能源企业，

确保环保功能、社会功能及企业效益的良好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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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相鸣曾对记者谈到自己的心路：做了多年企业，涉及过好几个领域，特别

想能够做一项既符合企业发展利益又能够更好回报社会的事业。2 年多清洁生产

发展模式的实施，让他明确了追求的方向。 

因势利导 

这是家现代化企业，一跨进车间大门就可以感受到每个环节严谨的程序管

理。在偌大的车间里，一整套大型精密的机器，只需 5 位工人操作管理，从常温

到恒温，每个生产环节温度都不相同。 

并未按照生产顺序，记者首先走进装有 2×6000 吨 MO-PETG 薄膜生产线的

车间。“这套机器就是用财政部清洁基金贷款购置的。69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及时解决了我们项目建设时的资金缺口问题，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建成投产。”河

南银金达薄膜有限公司董事长闫银凤说。 

这家拥有 9 项专利技术的企业所生产的 PETG 热收缩膜，是一种新型的 PET

包装材料，是替代 PVC 热收缩膜的理想材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回收、能降

解塑料。这项技术以其高强度、高透明度、高收缩率、易着色、便于循环利用等

优异性能，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今天我们饮用的可口可乐、康师傅的饮料瓶

子上所用的包装纸，都是出自这里。 

“薄膜”公司只成立 5 年，而成立 10 余年的银金达彩印股份有限公司本就是

从事包装生产的，并在各地建有 7 家分公司，拥有如统一、今麦郎、双汇、雨润、

伊利等一大批稳定的客户。当今时代离不开科技，“怎样让产品进一步升级，为

社会多做些贡献”一直是闫银凤的所思所想。为此，她无数次地往返于新乡和北

京之间，在北大、清华进修、学习了整整 4 年。知识令她心明眼亮，坚定了她走

现代企业发展之路的信心。当薄膜项目上马时，其生产工艺、生产原料几乎同时

实现了重大突破——尖端的产品以及完全具备推广价值的价格。 

目前，该公司 PETG 产品各项指标达到国际质量标准，实现年产 1.2 万吨

PETG 包装材料，每年减少等量的 PVC 包装材料造成的环境污染。该项目生产

工艺先进，可实现在线回收利用，同传统 PVC 材料生产过程相比，可以减少废

水、废气的产生，每年减少 2.39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一项目填补了国内 PETG

热收缩膜的市场空白，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因为提高了

我国环保型热收缩膜的生产技术水平，打破了欧美国家技术垄断，河南银金达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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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有限公司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包装联合会副会长单位，并主持了《包装用单向拉

伸热收缩聚酯薄膜》行业标准的修订。 

关键技术的突破，其实就在一个环节一个点上，这看似不大，却能够难倒一

个大企业。清洁基金的支持，仿佛成就了一个能够支撑亿万斤的千斤顶，这又怎

么不令人振奋呢。 

仅以国际某知名饮料公司为例，他们以往都是使用进口包装材料，河南银金

达薄膜有限公司的同类产品一问世，同质不同价，竞争力不言而喻。由此，两家

公司的合同一签就是 3 年。 

降耗寻路 

“清洁与技改同步，就是把减少机物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作为清洁生产的

又一个目标。我们上半年的熟料制造成本和水泥制造成本，同比分别下降 16%、

19%。清洁与降耗同步，就是在实现生产现场干净整洁的同时，提高设备完好率

和运转率，降低吨熟料消耗。仅以我们上半年第一烧成车间为例，1 月份吨熟料

电耗和 5 月份实物煤耗创公司历史最好水平。清洁与污控同步，就是通过清洁文

明生产活动把污染控制由被动转为主动、由事后治理转为事前控制，从而有效避

免末端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立新说。 

降低耗能，是新路也是出路，这是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目前经济大

形势下新的发展定位。 

水泥是几大高耗能行业之一，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企业的所思所盼。“怎

样减少废气余热对环境的影响并执行能源综合利用政策，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追求

着。而财政部清洁基金帮助我们得以实现这个目标。”指着一排高大机组，陈立

新对记者说，“这是 4500t/d 新型干法水泥窑，根据它所产生的余热及场地布置

等因素，利用其水泥熟料生产线窑头、窑尾废气余热资源，我们建设了一套低温

余热电站，做到了对水泥生产线排放的废热资源的综合利用，进一步降低了水泥

生产综合耗能。” 

利用水泥生产线中低温废气余热，公司 2012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的发电量达

到 18966.72 万度，供电量达到 18001.67 万度，而同时又节约成本 6481.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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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黄河同力水泥的厂区，记者不仅感觉不到水泥厂似乎该有的粉尘飞扬，

还不时能看到花草树木的点缀。今年以来，水泥行业量价都不看好，行业近半企

业形势严峻，而靠着节能，同力水泥一直保持着较为良好的效益。 

现在的河南，收获效益的同时，另一项收获更加令人欣然欣喜欣慰，那就是

清澈、清洁、清新。越来越多漂亮的饮料瓶、包装袋都用上可回收、能降解材料

的包装，不正是对土地的保护吗？越来越多的农田废弃物都变成有效能源，不正

是对农村的贡献吗？陈化粮、不合格的粮食都有办法消化处置成新能源，不正是

对农民的保护吗？ 

当越来越多的项目使用上清洁基金，越来越多的企业感受到这项贷款的益

处，这将意味着，不仅仅是已经拥有项目的企业，而且包括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

他们的意识已然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