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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一步的转型赢得发展机遇

作为资源型城市， 近年来， 乌海市
针对日趋衰减的煤炭资源优势， 紧紧围
绕转型发展， 聘请国内著名研究机构和
专家先行规划， 制定了 《乌海市工业经
济转型规划》、 《乌海市 “十二五” 工
业经济规划纲要》、 《乌海市循环经济
发展规划》 等一系列专项规划， 明确了
指导思想、 发展原则， 并以保障和改善
民生为根本， 以产业转型为抓手， 加快
推进 “两个转型、 一个中心” 建设， 切
实把转型发展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

高度启动实施。
近5年来 ， 乌海坚持 “关小上大 、

扶优汰劣”， 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集中
投资大项目， 培育扶持规模企业， 产业
延伸、 升级、 多元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累计关停各类高耗能 、 高污染小企业
1560多户， 100万吨以下焦化、 60万吨
以下洗煤、 30万吨以下井工煤矿全部关
停。 5年内， 全市工业经济总量增长了
两倍， 而单位GDP能耗较2007年下降了
28.5%； 二氧化硫排放量在GDP翻一番
的情况下减少3.46万吨； 煤焦化、 氯碱
化工两大国家级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能
源、 化工、 建材、 特色冶金四大支柱产
业及其延伸升级配套产业快速发展壮

大 ， 新能源汽车 、 生物制药 、 高档陶
瓷、 太阳能光伏等非煤、 非本地资源接
续替代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物流、 金
融、 旅游等服务业发展迅速。2012年，乌
海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62.56亿元 ，增
长14%；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94.56亿元，
增长13.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25447元，增长13.9%；农区居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12429元， 增长15.2%。

有限资源无限利用

发展空间豁然开朗

在转型发展中， 乌海市切实从资源
采掘、 加工、 转化各个环节， 追求现有
资源的价值最大化， 大幅提高资源利用
率， 竭力延长现有资源服务年限， 进而
为延伸升级支柱产业、 发展接续替代产
业实现产业再造赢得时间。

乌海市煤炭保有储量近30亿吨， 且
多为优质焦煤， 发展煤化工产业优势突
出， 加之经过多年发展， 煤焦化、 氯碱
化工生产加工基地规模优势明显， 焦炭
已形成1800万吨的生产能力， 约占全国
的十二分之一， PVC产能达到120万吨，
占全国电石法PVC生产的八分之一， 产
业规模、 技术装备、 节能环保等方面均
处于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开采环节坚决避免 “采富弃贫、 采
易弃难”， 切实做到应采尽采， 综合开
发， 全面利用。 近年来， 乌海按照提高
安全保障能力、 提高资源回收率、 提升
单井生产规模的原则， 大力推进地方煤
矿资源整合。 并跳出 “煤矿整合煤矿”
的传统方式， 按照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
原则， 将原有43家地方煤矿整合重组为
13家煤炭企业， 煤炭资源配置进一步优
化， 产业延伸、 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
同时， 综合开发利用好煤炭和非煤矿藏
共伴生的煤系高岭土、 煤层气、 巷井水
及各类金属、 非金属资源， 并发展相关
配套产业， 最大限度地利用好一切可以
利用的宝贵资源。

加工环节要坚持循环发展， 按 “食
物链” 科学设计产业产品链， 拉伸产业
链条， 提高附加值。 煤化工方面， 在煤
炭洗选基础上生产焦炭及其下游化产系

列产品， 用焦炭炼钢， 并用洗煤厂产生
的中煤、 矸石、 煤泥等大量劣质煤就地
消化发电。 引进建设了总投资48亿元的
中石油华油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 收
集焦化厂产生的焦炉煤气制取液化天然

气 （LNG）、 轻质燃料油、 石脑油、 煤
沥青、 富氢气、 清洁油等产品， 液化天
然气又成为陕汽乌海天然气重卡的主要

原料。 炼钢和发电产生的炉灰渣再用于
生产水泥， 从而实现循环利用。 从产品
价值增值角度测算， 原煤经过洗选后产
值增加1.73倍 ； 经洗选 、 焦化后增值
4.21倍； 经洗选、 焦化、 焦油加工后增
值5.21倍， 而产品利润增值分别为1.3、
9.73、 10.6和12倍之多。 氯碱化工方面，
以煤、 石灰石为原料生产电石， 电石生

产PVC， PVC可深加工成各类型材、 板
材、 管材、 塑料制品等。 电石还可以向
下游生产双氰胺 ， 用于发展医药 、 化
肥、 农药产品、 洗涤剂等精细化工。 氯
碱化工产生的液氯， 又是生产硅材料不
可缺少的重要原料。 硅化工方面， 主要
以工业硅为原料 ， 以有机硅单体为重
点， 发展硅胶、 多晶硅等， 形成具有循
环链条的硅系列产品的产业集群。 煤化
工、 氯碱化工和硅化工通过产品实现链
接， 进一步形成初具规模的产业循环。
乌海还充分利用周边地区丰富的煤炭资

源， 通过不断发挥和增强本地区交通运
输能力， 大力发展大型生产性物流业，
打造区域仓储物流中心， 为优势产业进
一步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 支撑延
长现有产业发展周期。

多元发展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转型中， 乌海既依托资源优势做大
做强主导产业， 又实施多元化发展战
略 ， 发展壮大接续替代产业 ， 培育新
的产业支撑 ， 推动经济步入可持续发
展轨道。

大力发展非资源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 “十一五” 以来， 乌海市主动承接
发达地区优质产业转移， 积极培育发展
装备制造业、 新材料、 新能源等产业作
为接续替代产业， 开工建设了陕汽天然
气重卡、 庞大专用车改装、 神东集团乌
海维修中心和唐山神州矿山机械、 富瑞
特特种设备等一批大项目， 机械加工、
装备制造业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启动实
施了隆兴佰鸿LED灯、 东药丙炔醇、 腾
龙精细化工、 神华乌海能源多孔硝铵、

蓝星玻璃升级改造、 天宇化工高档填料等
一批战略新兴产业项目 ， 工业产品由焦
炭、 电石、 PVC等初级产品向煤焦油、 炭
黑、 PVC管材型材、 LED节能灯、 高档建
材、 精细化工、 医药中间体等多元深加工
产品延伸。

着力发展为转型配套服务的第三产

业。 坚持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优化经济结
构， 推动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 用发展工
业的决心、 思路和办法， 全面推动第三产
业发展提速、 比重提高和竞争力提升。 在
物流业方面， 制定出台了促进物流业发展
的优惠政策， 通过贴息、 补助、 奖励等多
种形式， 支持现代物流业发展。 规划建设
了铁神 、 呼铁同洲 、 呼铁众利 、 如意俊
安、 海勃湾物流园区等项目， 开工建设焦
炭产品交易中心、 海化PVC西部物流仓储
中心， 正在打造成为辐射陕、 甘、 宁的区
域生产性物流基地。 在商贸流通业方面，
逐步构建起了以大型综合性商业设施为主

体， 以品牌店、 专业店为补充的现代商贸
集聚带。 目前， 全市商业网点达到1.7万
个， 总营业面积110万平方米， 人均拥有
商业面积1.2平方米 ， 居全自治区第一 。
正在引进建设沃尔玛 、 华润万家 、 苏宁
电器、 维多利 、 红星美凯龙 、 居然之家
等国际国内知名商贸流通企业 。 在金融
服务业方面 ， 出台了加快金融业发展的
优惠政策 ， 全市银行 、 保险 、 担保等各
类金融机构已经达到64家 。 着力把乌海
打造成为服务多元 、 生态良好的区域性
金融服务中心 。 在旅游业方面 ， 对星级
酒店 、 旅游企业 、 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和
运营管理方面给予奖励和扶持 。 在书法
产业方面 ， 打造 “书法之城 ” 品牌 ， 大
力发展以文房四宝为重点的书法文化产

业， 深入挖掘书法文化内涵 ， 中国书法
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城市转型借势快速推进

依托经济转型， 乌海市正在由工矿服
务区向区域中心城市转变、 由工业城市向
文化旅游城市转变、 由环境脆弱城市向滨
水宜居城市转变。

在城市转型上， 乌海市规划先行， 近
4年来， 市区两级投入7000多万元用于城
市规划编制与管理， 经费投入超过了过去
10年的总和 。 在高水平规划指导下 ， 如
今， 乌海市滨河新区与旧区已连为一体，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 城市框架进一步拉
大 ， 建成区面积由37.5平方公里扩展到
55.8平方公里。 一批教育体育、 医疗基础
设施， 以及商业中心和物流园区的建设，
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 一批金融企业的
入驻为这座城市综合服务能力提升起到了

积极作用。 国家本部大开发重点工程———
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自2010年4月开
工以来， 进展顺利， 今年年底工程将初步
具备蓄水条件， 工程主体形象完成， 今年
就要实现蓄水， 库区基本形成， 118平方
公里水面景观即将呈现。

一元城市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 目
前， 全市54个行政村、 3个企业农场整合
为13个行政村和6个涉农社区。 农牧业进
一步向社会化投资、 公司化经营发展， 投
资千万元以上在建农业项目达到15个， 葡
萄种植、 温室建设公司化比例达到90%以
上， 三次产业相融互促发展步入新阶段，
农区居民纯收入40%来自非农产业 。 此
外， “零参保家庭” 入社保、 棚户区搬迁
改造等惠民措施为城市的文明和谐提供了

重要保证。
虽是 “因煤而兴”， 但经过近半个世

纪的发展， “煤城印象” 正悄然被 “文化
之市” 所取代。

2008年9月， 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命名
为中国首个 “中国书法城”； 2011年9月，
被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命名为 “中国硬笔书
法名城”； 2012年8月30日， 被中国赏石协
会命名为 “中国赏石城” ……

据不完全统计， 在只有55万人口的城
市中， 乌海市常年习练书法的有上万人，
随时可以拿出作品参加各级书法展的也有

3000多人。 截至目前， 乌海市书法家协会
已拥有会员1500多人， 其中121人为内蒙
古书法家协会会员， 23人为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

“书法文化” 和 “赏石文化” 双轮驱
动、 相映成辉的良好局面， 成为乌海市两
张金质名片。 乌海的文化正从现象向产业
转变。 乌海有玩石者十万之众， 每年一届
的大型石展， 成交量逐年攀升、 成交额数
以亿计， 加之其带动的住宿、 餐饮、 旅游
等各方面消费的展会经济效益就更是不可

估量， 据约算对地方GDP和利税贡献率均
可达5%以上。

同时， 为加强与周边及外界联系， 近
年来 ， 乌海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空
前， 三区间实现了 “一刻钟” 经济圈， 城
际快速通道顺延至周边的乌素图、 蒙西、
棋盘井地区， 更加便捷周边地区人们来乌
海生活消费。 并且， 乌海机场航线增至6
条 ， 从乌海乘机可直达北京 、 上海 、 广
州、 西安、 天津。

乌海， 昔日人们眼中的重工业城市，
正被区域生活居住中心、 物流中心、 金融
服务中心、 教育医疗中心和运动休闲中心

的崭新形象所取代， 一座现代化的中心城
市正崛起在自治区西部。

同时， 乌海全力推进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和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 “十一五”
期间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30多亿元， 实
施了一批生态建设项目。 2012年， 全市森
林覆盖率达到17.5%， 比 “十五” 末提高5
个百分点；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2平方
米， 高于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

近5年来财政对各项民生的投入累计
达193亿元， 年均增长29%， 占财政预算
支出的70%以上， 主要民生指标均居内蒙
古前列。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体育和就
业、 养老、 救助、 残疾人等城市服务软实
力不断提升。 率先在自治区启动实施了
惠及全市1/3人口15万人的保障性安居工
程 ， 通过划拨土地 、 税费减免 、 配套设
施等累计投入66亿元 ， 开工建设各类保
障性住房7.4万套， 已基本建成的5万套 ，
2.3万户棚户区居民和住房困难家庭喜迁
新居， 廉租房实现了人均15平米以下低
保户应保尽保。

目前， 乌海正在抢抓机遇， 加快转型
发展步伐， 利用被确定为第三批国家资源
型城市转型试点市， 以及国务院先前出台
的促进内蒙古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着力实施创业就业 、 收入倍增 、 社会保
障、 住房安居、 人口素质、 人才强市、 法
治文明、 公共安全八大民生工程， 努力建
设和谐文明城市。

乌海要率先

在内蒙古自治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3年乌海市 《政府工作报告 》 提
出， 乌海要率先在内蒙古自治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与此相配合， 将努力在自治区
实现 “三个率先”， 即率先实现GDP、 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率先在
自治区实现城乡一体化。

在工业化、 信息化、 城市化、 现代化
“四轮” 驱动发展的进程中， 乌海充分发
挥城市化基础优势， 按照人口向城区、 库
区、 黄河两岸集中的城市发展思路， 坚持
“建管并重，和谐共建”的理念，以推进城市
转型为目标，着力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创新
社会管理服务体系， 以建设山水园林宜居
城市为目标，全力打造和谐乌海。

未来5年， 将加快建设富裕乌海、 宜
居乌海 、 美丽乌海 、 幸福乌海 、 和谐乌
海。 “五个乌海” 的目标， 是乌海在转型
提质和富民强市的道路上展现出来的决

心， 是过去5年乌海经济社会发展积累起
来的智慧和底气。

按照科学发展的新思路， 乌海市提出
了打造百年乌海的宏伟蓝图， 前五十年在
“乌”字上做文章，主要是开发利用煤炭资
源；后五十年在“海”字上做文章，主要围绕
乌海湖大力开发建设，塑造城市滨水特色，
打造生态良好、舒适宜人的城市环境。

同时， 乌海切实改善民生、 提升人民
群众的幸福指数。

可喜的是， 近年来， 乌海市农区居民
收入连续七年居全区前茅。 居民社会保障
水平全面提高， 将原国有、 集体、 劳服、
农垦企业职工和 “五七工” 全部纳入养老
保险统筹， 资助 “零社保” 低保家庭、 库
区移民等困难群体1.88万人参加养老保
险。 全市各类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 困
难企业职工全部纳入职工医疗保险， 新型
农区合作医疗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轨，
基本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

“五个乌海 ” 划定了城市发展蓝图 。
随着甘德尔山旅游区与黄河海勃湾水利枢

纽工程的建设 ， 乌海市将甘德尔山旅游
区 、 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与乌海市三个
城区以及滨河西区作为一个整体构成环

山环湖发展区 ， 城市发展从 “避水 ” 向
“滨水、 亲水” 转变， 发展总体目标为产
业发展走向多元化 ， 从专业化工业城市
向综合性区域中心城市转变 ， 吸引区域
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 ， 城市用地空间布
局由分散向集聚转变 ， 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 向滨水 、 生态园林 、 宜居特色城市
转变。

根据新的城市发展规划， 未来的乌海
将在依托现有的和潜在的、 新生的核心资
源打造核心竞争力， 在已经完成矿业城市
向工业城市转变的基础上， 继续向宜居城
市、 文化城市 、 旅游城市 、 生态绿洲城
市、 区域中心城市转型升级。

（于海东）

转型发展抢先机 区域中心初显现
———内蒙古乌海市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探索

10年前， 为了消耗掉无法外运的
煤， 乌海人采取煤变电和煤变焦化的
方式，让滞销的煤一下子成了抢手货。

10年后的今天 ， 原煤不但抢手
了 ， 就连它的副产品 ， 曾经被当成
废物排放的焦炉煤气也成了香饽饽。
总投资48亿元的乌海华油天然气焦
炉煤气节能减排综合利用项目可在

短期内 “吃掉 ” 乌海所有焦化企业
产生的焦炉尾气 。 该项目还吸引来
了总投资15亿元的陕重汽乌海新能源
专用车辆项目。

这两个项目的落户是乌海市城市转

型的一个缩影， 乌海的煤经历一番复杂
的变化后， 已悄然洗去黑色， 由环境污
染的制造者， 变身成为绿色能源。

作为国家认定的31个煤炭资源型城
市之一， 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大规模开
发以来， 乌海50多年累计产煤近7亿吨，
动用储量约14亿吨， 发电750多亿千瓦
时， 向国家上缴税费200多亿元， 在过
去人迹罕至的荒漠上建成了一座新兴工

业城市， 为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
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面对资源日益减少， 城市向何处去
的问题 ， 近年来 ， 乌海市坚持科学发
展， 深入实施 “经济转型、 城市转型、
打造自治区西部区域中心城市” 发展战
略， 超前谋划，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主
动强化节能减排目标约束， 努力提高本
地资源综合利用率 ， 延伸升级传统产
业， 坚定实施产业多元发展战略， 全面
提升城市服务功能， 着力改善民生， 正
在探索走出一条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

新路子。 如今， 已被国家列为第三批资
源型城市转型试点。

书城处处翰墨香 节能灯生产企业车间 葡萄丰收笑颜开 正在装配的陕汽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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