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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岁的徐希平曾是炉桥镇大陆

村的村民，她告诉记者，定远盐化一

期工程开工建设，作为拆迁户，她和

家人一起搬离了村子，住进了九连

塘安置区。

“以前这里都是一片荒地，偶尔

会有几个破旧的小村子。村子都是

瓦房、土路，一到下雨，鞋子裤脚全

是泥巴。”徐希平说，盐化开工前，安

排村民搬离到附近的镇上，还统一

盖了新的楼房。她的新家100多平

方米，却只要交2万元就够了，不仅

如此，全家还能享受到低保、农转非

户口等福利。

如今，随着工业项目的深入推

进，三星级酒店、教育、医疗等三产服

务业跟进，炉桥这个沉寂千年的古镇

俨然已成为产城一体的“镇级市”。

一粒盐的“化学反应”，成为定

远与合肥实现产业关联的重要媒

介，而这只是定远与合肥经济圈发

生紧密联系的一个缩影。现代化大

工业、千亿盐化产业，定远不仅在产

业布局、交通规划上，在人力资源增

强等方面也都有了一个很大提升。

通过一个企业的进驻，上下游

配套企业进来，还能够实现人才集

聚，这些人是建设定远工业的重要

力量，里面有很多化工专业的大学

生。从根本上说，这不仅仅是工业

化率的问题，而且是工业人才的集

聚、工业观念的培育，让人的思想观

念得到提升。

煤盐一体 吃干榨净“工业三废”
星报记者走进我省迄今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定远盐化

淮北的煤、巢湖的石

灰石、定远的盐，这些看似

不相干的事物，却在“煤盐

一体化”的带动下实现了

完美融合。不仅如此，他

们还把排出的废气制成农

用肥料、把废弃的电石渣

制成工业水泥……10 月

30日，记者走进我省迄今

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千

亿生态型盐化工基地——

定远盐化。

定远盐化是我省“861”行动计划重点项目，振兴皖北、皖东经

济的“一号工程”，是迄今我省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主要生产烧

碱、电石、聚氯乙烯（PVC）、水泥。工程是在充分利用淮北矿区丰

富煤炭资源的基础上，整合皖东地区丰富的岩盐资源优势和石灰

石资源优势。

园区着力打造“千亿生态型盐化工基地”，完善企业链延伸。

到 2015 年，园区工业总产值达到 300 亿元，2020 年达到千亿元。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烧碱生产基

地。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80多亿元，实现税收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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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记者来到千年古镇

——炉桥。2006年，大型盐化项目

的进入，为这个小镇注入了现代工

业化的新元素。

站在大门前放眼望去，占地390

公顷的厂区让人宛若置身一座生机

勃勃的新城，大小厂房、办公楼鳞次

栉比，整齐地排列在厂区内部。“平

常人想绕着厂区走一圈，还真得走

上个把小时呢！”工作人员笑着说。

在厂区的最深处，是一间石灰

石车间。远远望去，4台机组呈“H”

型整齐排列，中控系统就在“H”中

间一横的位置。绕过栅栏，分明能

看到车间里映着火光，上百只直径

一米左右、盛满石灰石的“大锅”整

齐排列着。厂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那是煅烧石灰石的火，温度高达

1800～2200℃。

23 岁的刘浩就是该车间的工

人，他告诉记者：“我们把焦炭和生

石灰配在一起，用电极来焙烧，生成

电石，也就是碳化钙。然后用它来

制化工原料乙炔，最后合成聚氯乙

烯，也就是PVC。”刘浩向记者介绍，

现在市面上的PVC大都是以石油为

原料制成，但石油成本太高，且价格

波动大。而他们的工作就是用焦炭

和石灰石来代替昂贵的石油。

据了解，项目一期准备8个车间

机组，目前已有2个投入使用。而该

车间机组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技

术，功率达到全国最大——40500

千瓦，年产115万吨的电石，这些电

石用来制成乙炔，并能生产出150

万吨聚氯乙烯。

如此巨大的化工厂，每天产生

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对此，盐化工

业园管委会综合办胡主任笑了：我

们的办法就是——吃干榨净！

“生产期间产生的化学废弃物，

我们基本实现全部回收再利用。比

如，会把生产电石产生的电石渣，通

过特殊工艺用来制成水泥。”胡主任

告诉记者，不仅是看得见的化工废

弃物，就连看不见的气体也不放过。

在厂区一角，记者看到一个巨

大圆柱形建筑一端不时冒出几米高

的火苗。“那是在燃烧废弃的一氧化

碳。”胡主任告诉记者，生产期间会产

生一氧化碳等有害废气，为了确保零

污染、全部循环利用，他们将把这些

气体回收，与其他原料一起制成农

用肥料，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

“盐化工业园非常注重环保，比

如建立污水处理站，把工业废水和生

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固体废物基本实

现零排放。园区还在交通干线两侧

避免建高层板式建筑而形成“声廊”

以保护当地生态。”胡主任说。

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

介绍就是：“煤盐一体化”的产业链。

首先，园区自备电厂，用淮北的

煤拿来发电，每年发电量都在70亿

度以上，足够园区使用；此外，还把

巢湖的石灰石和焦炭拿来生产电

石，并制成聚氯乙烯，来替代日渐衰

竭的原料石油……

“我们把淮北的煤和定远的盐

拿来进行化工制造，用它来替代昂

贵又波动大的石油。这在国内都是

很少见的。比如你刚才看到的石灰

石车间，就是用从巢湖石灰石矿山

所开采的生石灰作为原料……”

园区工作人员介绍，上下游一

体化建设有利于节能降耗和能源的

回收利用，自备电厂的电价每千瓦

时便宜一半以上，若以一年发电量

70亿千瓦时来计算，可节约成本在

35亿元以上。

此外，园区还通过华塑、泉盛等

龙头化工企业的集聚效应，在盐化

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深度开发，培育

一条盐化工产业链。

现场探访：焦炭和石灰石取代石油制成PVC

节能环保：把废弃物“吃干榨净”

资源整合：皖北、皖东的完美融合

产业效应：“一粒盐”盘活千年古镇

盐化基地外景

盐化基地一角

石灰石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