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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過去被稱作「洋灰」，名副其實，這種建築材料

和產出這種材料的工廠，留給人們的印象多為濃煙滾

滾、塵土紛飛、喧嚷嘈雜⋯⋯然而，彷彿在不經意間，

「洋灰」開始褪去「灰色」的外衣，換以「綠色」的面

孔，昔日塵埃籠罩的污染大戶水泥廠，如今竟然變身為

如詩如畫的旅遊景區。

以安徽海螺集團、台泥、紅獅等水泥巨鱷進入貴州為

標誌，水泥行業的洗牌或重組，已在悄無聲息地拉開序

幕。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王乙 路艷寧 清鎮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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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陽海螺盤江水泥廠生產區

■園林般的貴陽海螺盤江水泥廠辦公區

■分流的貨運通道

■工業旅遊模範：安徽池州海螺水泥廠

「洋灰」換上綠色外衣

從貴陽清鎮出發，一路向西，波光粼粼的紅
楓湖時而從群山一隅間閃現而出。車行10

餘公里，至站街鎮循環經濟園區，貴陽海螺盤江
水泥廠便出現在眼前。
這個大名鼎鼎的亞洲第一水泥廠商像一個巨人

蟄伏在山坳間，廠區依山而建，大片翠綠的草坪
順 坡地延展到遠方，幾組白牆紅頂的歐式建築
散落其間，建築背後隱約可見鋼筋水泥的廠房在
陽光下閃爍 銀色光芒⋯⋯
藍天下的廠區非常開闊，不論洋房式的辦公區

域、還是廠房林立的生產區，乃至縱橫交錯的道
路，都是纖塵不染。園區內的空曠與寧靜更是
「反傳統」，一條懶洋洋的狗躺在主辦公樓前的草
坪上曬太陽，靜謐的氛圍使得鳥鳴的聲調都變大
起來。
貴陽海螺盤江總經理程如良為記者解惑：這都

歸功於工廠目前採用的旋風預分解窯新型乾法生
產技術。新生產線採用全自動管理，礦石、煤灰
等運進窯中後，全部密閉生產，其中產生的灰
塵，不會排向空氣中，而是被環保設施自動吸回
並轉化為水泥。
雖然不見工人熙熙攘攘，原材料車來車往，水

泥窯熱氣襲人的情景。事實上，此時此刻，在生
產車間內，日產4500噸的新型乾法水泥生產線正滿
負荷運轉，每天實際生產量超過5000噸。
在寬大明亮的中央控制室，記者看到操作員們

正專注地觀測 自己的電腦上的閃動圖像，一個
工作人員似乎發現了什麼，拿起電話開始撥號通
話。 「電腦上顯示的是水泥生產全過程的車間
動態圖像，操作人員如果發現有什麼異常，就會
直接和那一塊的負責人聯繫解決問題。諸如中央
集控、無人操作、全程無污染等手段都已成為目
前水泥生產技術的常態，這是最集約，也是最環
保的。」
中控室裡一塊電子屏幕正在做 某種顯示，色

彩繁多，符號奇特，外行人難以看出門道。程如
良稱，這是水泥窯的熱能實況圖，以色彩區別，
可以很清晰並精確地看到窯內每個區域的實時溫
度，方便進行適時監測。
除了準確調節窯內溫度，提高煤炭的綜合利用

率，工廠裡每條生產線都配套安裝了一套9兆瓦

純低溫餘熱發電系統，利用鍛燒過程中產生的大
量富餘熱量進行發電。通過對各種熱量的「圍追
堵截」，海螺盤江的水泥生產用煤耗是原來的
40%；首套9兆瓦餘熱發電機組並網每天發電23
萬度，每年節約標準煤2.5萬噸，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4700多噸⋯⋯通過這些措施，不僅解決了普
遍性的電荒問題，還直接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
了競爭優勢。
海螺盤江，傳統概念中水泥工廠的關鍵詞在這

裡幾乎消失殆盡，沒有巨大的煙囪，沒有漫天的
煙塵，沒有機器的轟鳴，只有不斷出入的大型貨
車隱隱昭示 —這，是一座年產400餘萬噸的大
型水泥基地。

未來：垃圾「造」水泥
關於節約煤耗、餘熱發電、降低廢氣排放等節

能減排技術已無需贅述，海螺盤江最令人側目
的，是計劃投建的一套城市垃圾焚燒系統。這套
世界首創、由海螺自主開發，利用水泥窯焚燒城
市生活垃圾的技術（CKK系統），已在銅陵海螺
水泥廠投入正式運行。
將垃圾送到水泥廠進行適當處理後，直接進入

水泥窯燃燒，把垃圾兼用作部分替代燃料和原
料，同時生產出符合國際通用標準的普通水泥
（OPC）。這條技術路線已經被德國和歐洲諸國多
年的實踐證明，是處置城市垃圾最經濟、最環
保、總體效益最佳的解決方案。
中國水泥協會會長雷前治也在不同場合一直呼

籲：產業鏈的延伸和發展是「十二五」期間水泥
行業的發展重點，水泥企業要從單純經營水泥產
品向經營完整的產業鏈轉變；全行業要從高能
耗、高排放、資源消耗型產業向最大限度消納城
市生活和工業廢棄物的清潔產業轉變。

「我們將固體廢棄物用於水泥工業生產，焚燒
各種可燃廢棄物和垃圾，利用其熱能與廢渣，生
產出符合國家標準的水泥熟料。這是一項真正綠
色、環保、循環性的廢物處理技術，能夠規避目
前城市垃圾填滿及焚燒產生的佔用土地、釋放有
毒氣體等缺陷。」 程如良稱，水泥窯協同處理
城市生活垃圾將是水泥產業轉型發展的一個趨
勢，也是未來水泥產業的又一投資盛宴。

水泥廠「變身」旅遊地
穿行在海螺盤江，園區內的各個區域，從洋房

湖泊花園到鋼鐵管道車間，再到壯觀的石灰石礦
山，被天衣無縫地銜接了起來。園林小景的精
緻，配上工業建築的粗獷，竟然碰撞出一種另類
的和諧與美感。
整個廠區，只有兩支煙囪在冒 淡淡白色氣體，

據工作人員說，那是生產用水內部循環使用後多餘
的水蒸氣，並非廢氣。辦公室內從事行政工作的幾
個年輕大學生，就住在廠區裡的宿舍，由於交通不
便，只有周末可以外出到市區。「但是市裡嘈雜，
空氣不好，環境還不如我們廠裡美呢。」
這種「意外的美」正是海螺盤江的管理者程如

良最為津津樂道的。這個20出頭就進入工廠工作，
從車間工人一直做到分廠總經理的老海螺人，言
談舉止間幾乎把腳下這片園區當做自己的家。
「我們在設計和修建新廠區時，特別重視與周邊
生態環境的協調，盡量保留原有的林地，借助原
始的地勢，使廠區巧妙和諧地融入自然環境。」
在辦公樓裡，醒目處掛 一張大型圖片，是一

幅荷塘、樹林、工廠、藍天白雲交織的畫面。程
如良向記者介紹，「這是我們安徽池州海螺的生
產廠，它在升金湖畔，保留有數十公頃林地，除
了是個千萬噸級大型熟料基地，還是一個示範性
工業旅遊景點，風光非常漂亮。」
縱然貴陽廠區的環境已經在同類工廠中出類拔

萃了，但老程並沒完全滿意，「我們的廠區未來
會成為一個工業與自然相結合的生態景區，遊客
可以參觀現代水泥生產工藝，還能體驗生態田園
風光。」他想沿 池州廠區的典範道路走下去，
把被社會認為高污染的水泥工業，打造成鳥語花
香的園林。
工業與生態和諧共榮的新型概念，正在貴州高

原的工業發展中開始生動的實踐。

以海螺盤江為代表的一批國內「大佬」級水泥企業無疑是新型工業的典
型樣本，他們的入駐為貴州省水泥產業的技術革新與行業洗牌帶來了強大
的行業推助力。在暗流洶湧的市場狀態下，貴州本土水泥企業，也開始了
勢在必行的自我升級。
2010年，5月。貴州水泥廠甘蔭塘廠區停窯熄火，高高的煙囪不再冒出

濃煙，數以千計的職工在場見證了這一時刻，他們眼中寫滿了複雜的情
感，有不捨，也有希望。
這是一家成立於1958年，輝煌了半個世紀的龍頭企業，一度代表 貴州

水泥的最先進水平。然而隨 貴陽城市發展與擴容，曾經佈局於郊區的廠

區與石灰石礦區已處於城市中心範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粉塵成為中心城
區最大的污染源。在廠區方圓500米的區域時時處於塵埃籠罩的狀態，樹
木、房屋、道路、河流常年積灰，不見本色。它的停止使用，意味 貴陽
市每年將減少近千噸粉塵與600噸二氧化硫污染物，對市民而言是一個莫
大的福音。
貴州高污染、高能耗的舊型水泥產業代言人就此謝幕，不過貴州水泥廠

並非消失在歷史舞台，當老廠準備關停工作的同時，在金陽新區金華鎮，
新廠的試運行如火如荼。總投資3.2億元的新生產線引人注目，除了採用
「新型乾法」的水泥生產線，和目前國際上通用的「純低溫餘熱發電」，新
廠還通過封閉式的熟料鏈斗機將熟料輸入能容納45000噸的封閉式儲庫，
能達到每標米小於30微克的國際標準，從根本上避免揚塵，治理了粉塵污
染問題。
水泥廠一方面是污染大戶，但同時也是工業廢渣的消化系統。企業運用

磷渣等工業廢棄物作為生產水泥的原材料，過去，老廠每年消化廢渣20萬
噸，而新廠則能消化50萬噸。「從這個角度上講，新建的貴州水泥廠是一
個循環經濟型企業。」總工程師王程如是說。
無論是外來的「新鮮血液」，還是本土的自我蛻變，水泥產業的技術革新

與產業升級就像一道微光，折射出貴州工業化道路上一個全景縮影。從廠
區變景點、垃圾造水泥的生動實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高新技術為傳統工
業帶來的巨大經濟與社會效益，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只是一個開端，而貴州
工業化之路會循 這條軌跡走下去，隨 時間的推移，在西部，傳統「夕
陽產業」與高新技術的聯姻，必將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價值取向。

在貴州，水泥這個利潤曾經頗為豐厚的行業，一度是一塊
令中小投資者們趨之若鶩的「肥肉」。由於行業準則不健
全、入行門檻不高，2008年之前，大大小小的水泥廠在貴州
如雨後春筍，但其中大部分仍採取高污染、低產能的老舊工
藝。
做建材生意起家的商人程斌就從這個「只賺不虧」的行當

中嚐到了不少甜頭。5年前，他和幾個朋友籌集約300萬的資
金，承包下銅仁地區一家年產5萬噸的小型水泥廠，據他所
說，除去原料、電、油、工資等成本，當時每噸3.25號水泥
的利潤可以達到50元左右。「前幾年，水泥價格一直很好，
從2006年的市場均價200多元一直飆升， 2008年的均價達到
了每噸370元，那時候根本不愁銷路，常常有人揣 現金到
廠裡來買，還不一定有貨。」
波瀾不驚的水面下潛藏 暗流洶湧。從2009年起，程斌這

樣的水泥廠商們笑不出來了，他們開始陷入一種人人自危的
境地，因為—「大佬」們來了！海螺、紅獅、台泥、拉法
基，這些以前只在行業報刊和股票行情表上看得見的國內名
牌水泥企業，紛紛開始染指貴州市場，並且來勢迅猛。
程斌的小水泥廠維持不下去了，因為即使拋開行業對污染

物排放標準的限制，他也無法在市場上立足—大廠商們廣泛
運用餘熱發電、工業廢渣利用等工藝大大降低成本，其經銷
價比他的出廠價還低！水泥這樣的原材料型重工業，核心競
爭力主要體現在資金、設備與技術上，小作坊完全無從與大
企業爭鋒，甚至在夾縫中求生也不可能。這是一場先進生產
力與落後生產力的較量，和程斌一樣的小型水泥廠老闆們在
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輸得人仰馬翻。
大浪淘沙之後，貴州水泥市場兼併、重組、整合的機遇已

經到來。

■已停產的貴州水泥廠，孤獨的煙囪直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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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產業」華麗轉身

■新型乾法回轉水泥窯

■貴陽海螺盤江水泥廠，陽光下的紅頂白牆。

傳統水泥「作坊」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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