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忍一时之痛 赢发展空间
东莞拿出 17.1亿元奖励资金，引导 54家造纸企业退出，发展科技含量高污染少产业

◆本报记者黄慧诚

江南大桥横跨东江南北，桥下的东江干流沿北面
缓缓流经中堂，桥洞中数十年如一日往来穿梭的运沙
船，与江南大桥一同见证了中堂造纸业的辉煌与梦想。

53 家造纸企业，17.1 亿元奖励资金，主动关停，自
觉退出。如此大的治污决心，如此大的治污力度，如此
大的治污成效，足以在东莞治污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

造纸等于印钞票
纸制品市场供不应求，工厂没有库存的概

念，有时都要客户先给钱再造纸

东莞市东糖造纸有限公司在中堂镇 13 家退出造
纸企业中榜上有名。这家实际设计产能只有 3.39 万吨
的小造纸厂，在中堂造纸史上却名头不小。公司的前
身是始建于 1958 年的东莞糖厂造纸厂，可谓中堂造纸
业的开山鼻祖。伴随企业经营体制变更和生产设备的
更新换代，东糖造纸厂见证了中堂造纸业数十年来的
风雨历程。

据东糖造纸厂负责人介绍，丰富的水资源优势，为
中堂镇造纸业发展提供了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东莞
电子、服装等制造业迅猛发展，原材料获得和产品销售
市场的便利，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当地造纸业的发展。

“最好的年代是 1995 年以后，持续 10 多年时间。
那时纸制品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工厂没有库存
的概念，有时都要客户先给钱再造纸。有人说，造纸等
于印钞票。”

那时，理文造纸厂、玖龙造纸厂等一批纸业大鳄，
相继落户东莞投产。2011 年，中堂镇已有造纸企业 28
家，造纸生产线 104 条、多层高速纸板生产线 24 条，产
值达 105 亿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 56%。整个珠三
角纸制品年产量在 1500 万吨左右，东莞占了 2/3 的体
量，而中堂则占了东莞纸制品市场超过 40%的份额。

与其他地区不同，东莞造纸业是以废纸为原料的
再生纸生产，主要生产的是包装纸。据专家估算，每造
1 吨纸需要 4 立方米的木材，约 3 棵树，而回收一吨废
纸，能够生产 0.8 吨再生纸。按 200 万吨的年产能计
算，相当于每年使约 675 万棵树免遭砍伐。在生产过
程中，各造纸厂也要按照环保的标准和要求，努力治
污，做到达标排放。

“看，这是以前污水处理厂的旧址，占了整个厂区
很大一块面积。”站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土地旁，东莞
市珠江特种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堂镇造纸业协
会 会 长 陈 树 芬 告 诉 记 者 ，工 厂 建 于 2000 年 ，年 生 产
能 力 为 12 万 吨 ，去 年 11 月 响 应 政 府 号 召 率 先 主 动
关 停 。 14 年 间 ，污 水 处 理 厂 在 2003 年 、2009 年 、
2012 年先后进行了 3 次技术改造，以达到污水排放
标 准 。“每年赚的钱，很多都投进工厂实施技术改造
了。”陈树芬感叹道。

一旁的中堂镇环保分局副局长龚国干确认，在此

期间，东莞造纸业污水排放标准确实经过较大提升。
从 最 初 执 行 的《造 纸 工 业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GB
3544-1992），到后来执行的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再到现有造纸企业严
格 执 行 的《制 浆 造 纸 工 业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GB
3544-2008），其中化学需氧量、氨氮已执行特别排放
限值表 3标准，其余指标执行表 2标准。

2008 年以来，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给东莞
传统出口制造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并殃及造纸业。
订单量大幅度下降，价格急剧下跌，造纸企业利润微
薄。据悉，几年来，包装纸（如高强瓦楞纸）价格从最高
的约 3500 元/吨降至约 2100 元/吨。小规模造纸厂更
是雪上加霜。为节约成本，一些小造纸厂铤而走险，违
法偷排、超标排污行为时有发生。

“大量产能偏低的企业，对于中堂镇乃至整个东莞
造纸体系来说，到底是潜力股还是软肋？”中国造纸学
会秘书长曹振雷的发问，令人深思。早在 2010 年 5 月，
在中堂镇现场考察时他就指出：“中堂造纸有 3 个 1/3，
其中 1/3 是先进水平，1/3 是中等水平，1/3 是低产能。
中堂需要对 1/3 低产能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升产能，
如果不淘汰 1/3 低产能企业，会影响到中堂造纸的整
体发展。”

2013 年年底，《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发展总
体规划（2013~2030）》（以下简称《总体规划》）颁布实
施，为东莞造纸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

根据《总体规划》，东莞 水 乡 特 色 发 展 经 济 区 将
以 水 乡 生 态 为 基 础 ，充 分 发 挥 水 乡 文 化 底 蕴 ，积 极
探索水乡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努力打造岭南传统
文 化 与 现 代 城 市 文 明 相 融 合 的 水 乡 特 色 发 展 经 济
区。规划实施方案确定了 8 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
是 推 进 水 乡 特 色 生 态 系 统 的 治 理 、修 复 、保 育 和 建
设，第三项是推进水乡特色产业体系建设。无论是
生 态 系 统 治 理 还 是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都 把 大 力 推 进

“ 两 高 一 低 ”企 业退出和落后产能淘汰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内容。

不破不立，边破边立。2014 年 9 月 16 日，东莞市
政府办公室印发《东莞市水乡特色经济发展区“两高一
低”企业全面整治与引导退出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
作方案》），要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向污染
宣战的决心，忍住一时之痛，努力打造美丽水乡，实现
水乡经济区高水平崛起，引导“两高一低”企业在 2015
年底前全面退出。

根据《工作方案》，共有 101 家企业纳入引导退出
计划，其中造纸企业 54 家。54 家造纸企业总设计产能
为 567.5807 万吨/年，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市工业排放量
的 16%、15.8%、13.8%、6.7%。

提前退出给予资金奖励
珠江特种纸业得到 5520.6 万元奖励资金，

其中第一期 3132.36万元已经拿到手

2014 年 11 月 13 日，东莞市珠江特种纸业有限公
司成为中堂镇首个退出的造纸企业。谈起一年前“卖
厂”的情景，公司老板陈树芬仍难掩心中的伤痛之情，
这位年近五旬、土生土长的东莞人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心痛的不止是企业，还有当地镇政府。其实，东莞
淘汰的 54 家小造纸企业只是相对小的概念。平均每
家造纸企业都有约 10 万吨/年的产能，每年均税收也
有约 300 万元（合计约 1.5 亿元）。这些企业如果放在
其他地区来看并不算小。但是，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的统一部署，为了水乡地区和东莞市长远、更好地
发展，相关镇政府也只能忍痛割爱。

不过，东莞市珠江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却得到了政
府 5520.6 万元的奖励资金，其中第一期 3132.36 万元已
经拿到手。

2014 年 9 月 19 日，东莞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经
信局联合印发了《东莞市鼓励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两
高一低”造纸企业提前退出奖励专项资金暂行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确定了奖励范围、申请条
件、奖励方式和标准。

根据《管理办 法》，奖 励 范 围 为 中 堂 造 纸 产 业 基
地外年审批生产能力在 20 万吨以下（不含 20 万吨）
的 包 装 纸 生 产 企 业 和 年 审 批 生 产 能 力 在 5 万 吨 以
下（不 含 5 万 吨）的 生 活 用 纸 生 产 企 业 。 企 业 必 须
在 2015 年 3 月底前完成申请手续，并在 2015 年 6 月
底 前 完 成 停 产 。 企 业 申 请 退 出 前 一 个 周 年 处 于 正
常生产状态（正常生产状态是指企业连续正常经营
半 年 及 以 上 ，或 开 工 满 8 个 月 。 根 据 企 业 纳 税 凭
证 、电 费 清 单 、人 员 工 资 发 放 等 确 定）。 按 市 环 保
局 、经 信 局等市级部门要求整改、处于非正常生产状
态的企业，由相关职能部门核准报经市政府同意后，可
纳入奖励范围。

“这笔给企业的资金，既不叫补偿，也不叫赔偿，而
是称作奖励。”在东莞市环保局水乡环管办负责人张永
聪看来，这样的定位正体现了引导退出工作必须坚持
的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着眼未来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

则。为有效推进引导退出工作，经过前期多方调研，引
导退出专项工作小组最终确定了监管先行、财政引导、
保障基层、合力共治的工作思路。

据介绍，提出财政引导，主要是考虑到引导退出工
作必然涉及相关企业和群体的切身利益，而且这些企
业相当部分是初期执行准入门槛偏低而通过合法审批
进入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也对水乡
经济区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其适当给予一定
的财政奖励，加快推动其存在污染的生产环节有序搬
离，并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其转型发展，发展总部经济，
有利于工作的稳妥推进。

经初步测算，退出的 54 家造纸企业共可获市财政
奖励资金约 17.1 亿元。2014 年安排给东莞的国家节
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中央奖励资金为两亿
元，剩余的全部要由东莞市财政解决。

在实施有效奖励的同时，东莞市环保局进一步加
大水乡环境监管执法力度，将专项检查、交叉检查和夜
间突击检查的综合运用常态化，扩大日常环境监测范
围、提高频次，通过环保严管措施，加快企业退出步伐。

截至 9 月，东莞市累计对水乡经济区“两高一低”
企业开展了指令性监测 44 家（次）、监督性监测 102 家

（次），发现超标排污行为 10 起；累计对水乡经济区“两
高一低”企业开展了环境监察 809 家（次），出动执法人
员 1938 人（次），发现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24 起，立案查
处 24 起，整改完毕 18 起。按照堵疏结合、治旧控新、奖
惩并举的原则，东莞市综合运用控、打、管、奖、引、督六
大措施，打好引导退出攻坚战。

为退出企业寻找出路
推行联合开发模式，对企业退出后的土地

和厂房实行整体规划、统一开发、共同运营

10 月 20 日，记者来到原东莞市珠江特种纸业有限
公司厂址时，几个工人正在拆换厂名，挂上了广东莞香
粮食加工基地的牌子，大门也换了方向。

这个做了十几年的造纸厂，就地搞起了粮食加工
基地，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将建成日产 300 吨大米生
产线，年仓储、深加工稻谷及大米 10万吨。

陈树芬告诉记者：“中堂镇这些造纸厂的老板大都
是本地人。退出后，我们也想过去其他地方，如江门、
新会等地，继续干老本行。可是，其他地方也要求至少
是年产 20 万吨以上的规模。这样的规模投资至少要
两亿元，但民营企业要想贷款不容易。而且现在纸价
还是这么低。”

对此，东莞市委、市政府要求不仅要用最严厉的监
管手段倒逼“两高一低”企业退出，也要用最人性化的
手段去关心企业，积极帮助“两高一低”企业寻找出路，
对就地转型的企业加强服务和指导。优先给予“三旧”

（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的优惠政策，支持退出
企业所在镇街、社区（村）与东实公司开展合作，探索推
行市、镇、村、企业联合开发模式，采取土地入股等灵活
多元的方式共同出资成立合作公司，对“两高一低”企
业退出后的土地和厂房实行整体规划、统一开发、共同
运营，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
业结构，形成水乡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造纸厂的退出，对于其他保留下来的造纸厂来说
绝对是个警示，对于东莞造纸业污染防治整体工作来
说绝对是个促进。

“尽管前期工作进度较缓慢，但我们仍在努力，加
快推进中堂造纸产业基地两个集中建设。”中堂镇环保
分局一位负责人介绍，当地镇政府正在努力加快推进
造纸产业基地集中排水专管建设和基地集中供热工程
建设。若中堂镇无法按时完成造纸基地两个集中建
设，根据《工作方案》的规定，则要在 2016 年底前引导
基地内审批产能线下的造纸企业退出。

“只是做强，不是做大。”张永聪指出，尽管在推进
水乡特色产业体系建设任务中，也提出了要促进食品、
绿色纸品、服装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但必须
是产值上升、污染减轻。

因为东莞水乡特 色 发 展 经 济 区 产 业 发 展 指 引
（2015 年 本）已 明 确 规 定 ，纸 浆 制 造 、造 纸（包 装 纸 、
文 化 纸 、新 闻 纸 、生 活 用 纸 及 纸 板 制 造）都 属 于 东
莞 禁 止 发 展 的 产 业 。 中 堂 造 纸 产 业 基 地 原 则 上 不
再接受新增和搬迁入园造纸项目，现有造纸企业不
得增资扩产。

历经一年多的艰苦奋战，东莞市水乡“两高
一低”造纸企业全面整治与引导退出工作（以下
简称引退工作）取得不俗成绩。全市 54 家计划
引退的造纸企业中，53 家已全部关停（余下 1 家
获准延期至今年底），为保护和改善水乡乃至全
市环境质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引退工作彰显了东莞市委、市政府打造美
丽水乡、实现水乡经济区高水平崛起的决心和
魄力。不破不立，早破早立，边破边立。在这样
的中心思想指导下，面对当前经济下行较大的
压力，东莞毅然拿出 17.1 亿元的财政资金，坚决
推进引退工作，推动产业有序更替。在增长速
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
期“三期叠加”的形势下，面对当前与长远的矛
盾，东莞作出了“忍住一时之痛，赢取发展空间”
的选择。风雨之后见彩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

信，有如此底气和信心的东莞，轻装上阵后定能
蹄疾步稳行进在水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大道上，
越走越宽广。

引退工作体现了东莞人舍小家顾大家的情
怀与担当。20 年前，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莞造纸
厂老板抢抓机遇、艰苦打拼，在赚取人生第一桶
金的同时，也为解决劳动力就业、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他们又响应号
召，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及时退出造纸行业。

当然，引退工作的有效推进，也离不开各级
政府、各行各业工作人员锲而不舍的努力和精
诚团结的合作。面对旧欠账、新问题，工作人员
不气馁、不回避、不退缩，迎难而上，勇于担当，
通过缜密细致的调查、苦口婆心的劝说、“白加
黑”和“5 加 2”的超常规监管，啃下一个又一个硬
骨头。

实践证明，引退工作中积极探索并始终坚
持的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着眼未来、实事求是

的基本原则和市统筹主导、镇街属地负责实施
的工作原则及监管先行、财政引导、保障基层、
合力共治的工作思路，堵疏结合、治旧控新、奖
惩并举的工作方法，“控、打、管、奖、引、督”的工
作措施，都是行之有效的。

淘汰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东莞正在实践，把
企业退出后的有限资源实行整体规划、统一开
发，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良好的生态环境对水
乡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效应，
形成了水乡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平衡了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为17.1亿引退奖励资金点赞

图 为 被
拆除的纸机
生 产 线 。

东莞宣
教中心供图

图为某纸厂关停后人去楼空。 东莞宣教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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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诚

从2014年9月以来，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13家造

纸企业相继关停，全市水乡经济区共有53家造纸企业关

停。全市总计划引退54家造纸企业，余下1家未停产的

企业获得市政府同意延长生产期限至2015年12月底。

截至今年9月底，东莞市财政局共拨付水乡“两高一

低”造纸企业整治与引导退出首期奖励资金9.92亿元，

占奖励总额17.1亿元的60%。

54家造纸企业关停，将减排化学需氧量6624吨、氨

氮209.2吨、二氧化硫15938.1吨、氮氧化物6581.7吨，

分别占广东省下达东莞市“十二五”减排任务的20.2%、

4.1%、37.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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