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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本来地处边远、远离
居民区的化工园区或企业，已经越来越
接近城市核心区。而居民与化工企业的
矛盾也不时发生。为此，企业应首先做
到环境友好，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政府
则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引导，不断提
升企业生产水平和环境标准；同时，企
业、政府还要加强与居民的沟通，形成政
府有效引导、企业主动升级、居民善意监
督的良性互动格局，形成利益共同体，共
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样一来，
企业自身出了问题，立即主动向政府部
门汇报，同时向周边居民通报，事先沟通
好问题解决处理办法，就会避免许多不
必要的误解。”

“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应该与周边社
区深度互动、互相依存。”索普集团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郭兵表示，但就目前国内
大部分企业或者园区而言，真正实现企
业与老百姓直接互动的为数较少，具体
模式也在不断探索中。

为了学习这方面的做法，索普集团

在今年年初组织了社区代表、网络舆论
领袖、新闻媒体记者等组成环保考察团
到日本学习调研，走访了日本多家化工
企业以及政府部门。

“这次调研对于索普化工产业发展，
乃至对于我国化工行业发展都比较有现
实意义。”郭兵认为，首先是改变了考察
人员对化工生产的看法，因为在日本参
观的化工企业里，无论是炼油基地还是
肥料工厂，基本闻不到任何异味，而且都
十分干净。也就是说，化工企业并非一
定是有“特殊气味”的，并非一定是产生
污染的。

其次，国外化工企业在科普宣传方
面做得十分人性化。这些企业向参观者
介绍工厂与公众自身日常生活的关系，
比 如 ，化 工 终 端 产 品 从 汽 油 、手 机 壳 ，
到可擦写式圆珠笔、食品保鲜膜等，都
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使公众形成
一个基本认识：化工与我们的生活密不
可分，化学改变世界等等。“这样的认识
形成需要很长一个阶段，需要化工行业

企业更加频繁地与所有参观者互动，”郭
兵说，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深度交流和
互信氛围。

“当然，还有很多具体做法上值得
我们学习。”郭兵说，这些年，索普开展了
一些实践，为周边居民提供了约 600 个
工作岗位，也就是说有 600 个家庭直接
与企业有了互动关系；企业的一些资源，
比如浴室之类 也 向 周 边 居 民 开 放 ；还
组 织 了 镇 江 市 范 围 的 化 工 知 识 竞 赛 ，
有 数 千 人 参 加 ，反 响 很 好 。 但 与 日 本
企 业 的 做 法 比 起 来 ，我 们 这 方 面 的 工
作还有差距。

比如日本的化工行业企业，经常和
社区组织一些少年活动队伍，由企业提
供活动设施、场地和资金，企业的工作人
员做好组织联系工作，通过各种各样的
活动把企业和居民联系到一起。企业员
工也经常到社区开展义务劳动，与居民
相处融洽。

“在与周围居民互动方面，日本的化
工企业比我们早开始六七年，”郭兵介绍

说，从最初的地缘联系到具体人员之
间的联系，沟通互动的程度不断升级。

“调研学习之后，我们将继续深化
这方面的工作。”郭兵表示，索普还有
一些资源，比如索普图书馆，和镇江市
图书馆联网，借还都比较方便，书籍种
类和数量也很丰富，原来只对企业员
工开放，现在正在考虑制订相应的管
理措施，拟对周围社区居民开放。还
有企业内部的羽毛球场，将来也可以
用来开展一些活动，比如组建少年羽
毛球队，由企业聘请教练，组织培训，
丰富周边社区青少年活动。

偿还环保欠账是化工企业应尽的
社会义务，转变环保理念是化工企业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环境友好则是化
工企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传统化
工企业封闭管理造成了行业的神秘
感，由此也造成很多误解。”胡宗贵表
示，索普今后将最大限度地实现开放
企业，使企业接受社会监督，真正做
到：“既已共生，当求共赢。”

转理念 创新路 重塑企业形象
◆本报记者姚伊乐

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化工企业江

苏省镇江市的索普集团，前身仅是一个

造纸厂的电化车间，而现在则拥有150

万吨冰醋酸、60万吨甲醇、50万吨醋酸

乙酯、110万吨硫酸、12万吨氯碱、4万

吨ADC发泡剂等产品的年生产能力，

自备有热电厂、水厂、涉外码头和铁路

专用线。我国的化工企业，曾为推动现

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欠

下了巨额“环境债”。“还债”，则是这些

老企业实现新生要走的第一步。

“和众多老企业一样，索普的发展
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线比较吻合，在
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比较注重经济效益
和生产总值，”索普集团副总经理吴杰坦
承，以往在环境上有欠账。2012 年的一
次突发二氧化硫泄漏事故，让索普成为
当地居民的关注热点，数十年“老国有企
业”良好形象坍塌。

“索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吴杰说，
不仅仅是环保部门给予了处罚，更重要
的是此事给索普企业形象带来了很大的
负面影响。也就是此时，索普才意识到，
如果自身环保安全工作不过硬，跟不上
形势发展要求，企业很难发展。“这是生
死线，不守住就没法生存。”吴杰就是在
这个时候临危受命，从镇江市环保局环
保执法岗位上转入索普主抓环保、安全

工作的。
从 2013 年开始，索普开始了新一轮

建设——资源回收、大气污染物减排、污
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等。索普集团环保
安全部副部长蒋利民介绍说，2013年集团
编制了《生态环保三年行动计划》，计划三
年内投资 16亿元，通过实施生态建设、装
置迁建、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等八大工程、
23个项目，在现有排放指标全面达标的基
础上，大幅度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异味气体治理是生态环保提升的
重要内容之一。索普集团拥有煤化工和
氯碱化工两个产业链。煤化工产业链的
主要异味源头是硫化氢，集团组织开展
了全面排查，对于无组织排放的低点位
置进行全面回收。对于高点位置，原来
是通过火炬燃烧，在气候恶劣的情况下

硫化氢的燃烧可能会不充分，造成异味，
现在引进世界最先进的荷兰荷丰改进型
克劳斯技术，投资 5000 万元开展甲醇硫
回收装置技改项目，建成 6000 吨/年的
硫回收装置，可全部回收甲醇生产过程
所产含硫化氢尾气。装置还将硫化氢转
换成硫磺，供应给索普自己的硫酸生产
装置做原料。

“对于废气泄漏或处理效果达不到
要求造成的异味排放，集团一律作为事
故处理，要求立即整改。”吴杰表示，我们
希望在加强硬件投入的同时，通过严格
要求、精心管理、认真操作，彻底消除异
味扰民的情况。

今 年 3 月 ，热 电 装 置 烟 气 脱 硝 装
置 已 完 成 改 造 并 投 入 运 行 ，其 氮 氧 化
物排放已达到国家最新特别排放限值

标准。“尽管二氧化硫和烟尘通过管
理 均 能 达 标 排 放 ，但 我 们 还 想 早 一
步 实 现 更 低 排 放 。”蒋 利 民 表 示 ，目
前 脱 硫 部 分 已 经 完 成 了 半 干 法 、干
法 、湿 法 工 艺 路 线调研，进入工艺招
标阶段，预计 2016 年一季度改造全部
完成，总投资 9000 万元左右。除了已
经实施完成项目，还有一系列新的生
态提升工程正在持续展开。据蒋利民
介绍，今年要继续实施自备电厂的脱
硫除尘改造 项 目 、醋 酸 尾 气 回 收 一
氧化碳技术改造项目等项目。

为了加强环境质量监督监控，索
普集团在废水排放口和厂区、厂界区
都设有第三方安装的、与镇江市环保
部门联网的 24 小时在线自动监控监
测装置。

“经过两年努力，索普发展的理念基
本上已经转变。”胡宗贵告诉记者。尤其
是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让企业有了
实实在在的压力，也让企业的生产经营
和管理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之前企业最关注生产，各项生产工
艺和产品质量控制指标是首位；目前，各
个污染治理设施的控制参数也提升到同
等重要水平。”胡宗贵说，不但如此，如果
环保不达标，就要改变工艺和生产负荷
等参数。“环保是底线，环保不达标，产
量、质量就不要谈。”

这一理念下，企业发展的思路也更加
开阔。绿色发展、精细化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一系列科学发展理念成为
索普探讨的热词，而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
也逐步明确。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转
型升级。”胡宗贵分析说，作为国内醋酸
产能最大的传统生产型企业，环境资源
成本压力都很大，未来的生存是按照老
路继续扩大产能，还是转型升级，答案不
言而喻。

在 科 学 发 展 理 念 指 导 下 ，索 普 从
2014 年提出，要由单纯的生产制造业向
生产和服务业并重转型，力争在“3~5 年
内，提升服务业比重，在企业经济结构中
占到半壁江山。”

这一战略中，第一步要做到的仍然
是将传统生产制造产业进一步优化升
级。具体地说，首先要全力将索普化工
基地建设成“绿色化工产业基地”。胡宗
贵表示，通过深入研究国家政策、石化总
体发展战略，以及江苏省经济总体发展

战略，我们确定了基地建设思路，依托公
司现有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强化自主知识
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发展理念；以
生态工业理念为指导，全力推进生态环
境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完善以醋酸为核
心、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和氯碱为源
头的产业链发展，将索普化工基地建设
成“绿色化工产业基地”。

第 二 步 ，则 是 大 力 发 展 生 产服务
业。胡宗贵向记者介绍说，索普化工基地
处于黄金水域交叉口，港口大宗商品进出
便利，同时还可以与铁路、公路运输无缝对
接，天然的交通区位优势，为大力发展化工
仓储、物流等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胡宗贵所说的生产服务业还包括技
术输出和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索普集

团旗下有自己的化工设计院，在化工
项目的设计、相关软件开发有着较强的
技术优势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集团旗下
同样也有配套的建设施工、设备安装等
专业公司，与设计院相结合，可以将索普
现有的先进技术整体输出。

“就在最近两个月，我们在新能
源、新材料和环保产业等领域的发展
思路也基本成型。”胡宗贵告诉记者。
比如，新能源方面，索普正在进行的
863 科研攻关项目是将醋酸加氢制乙
醇，虽然目前因为油价下降，暂时看不
出很明显的经济效益，但实际上，这个
项目的前景是很广阔的。项目完成
后，获取工艺包和装备，可以通过输出
技术工艺，为集团创造一个新的经济
增长点。

从偿还环保欠账开始

理念转变驱动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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