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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江阴(福清江阴港)

东南网2月6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卞军凯 段金柱 通讯员 翁波 吴坤虹）今年春节，
位于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的万华化学福建工业园热潮涌动，近2000名员工坚守岗位
，持续奋力冲刺“开门红”。以万华为代表，新春之际，江阴港城经济区众多企业
“瞄准新赛道，开春即开跑”。

江阴，镶嵌于福建最大海湾——兴化湾北岸的一颗明珠，坐拥“全国少有，福建最
佳”的港口条件。囿于基础设施条件落后，长期以来，江阴只是一个寂寂无闻的偏
远渔岛渔村。

现代化建设的强风，吹动了江阴扬帆起航。2000年，福州港江阴港区1号泊位开建
。2001年，江阴工业集中区开工，江阴开发建设提速。党的十八大以来，江阴逐步
形成“引进龙头，带动链条，集聚产业”的发展路径，迎来万华化学、中景石化、
坤彩科技等龙头，打造出蒸蒸日上的化工新材料等产业集群。

2022年，由江阴工业集中区等整合而来的江阴港城经济区，完成规上工业产值615.
9亿元，同比增长22.5%，以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开启现代化港城建设的新征
程。

产的兴旺

——引进行业龙头，带动链条落地，打造产业集群

四川攀枝花，拥有我国储量最多的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广东佛山，我国最
大的陶瓷生产基地，陶瓷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这两个“世界第一”之间，有一座看
不见的桥梁，正是江阴港城经济区一家企业用钛白粉搭建的。

开春之际，在坤彩科技旗下正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钛白粉生产车间里，一片繁
忙的生产景象。“钛白粉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造纸等行业，对陶瓷产品来说，
钛白粉可以增亮、增光泽，不可或缺。”该公司总经办主任孙文武介绍，钛白粉的
主要原料是来自攀枝花的钛，产品则销往佛山等全国各大城市。

2019年1月落地江阴港城经济区的正太新材料，拥有全球首套盐酸萃取法先进生产
工艺，一期年产20万吨钛白粉项目已经投产。正在建设的二期年产60万吨钛白粉项
目投产后，产能将位居国内行业前列。

正太新材料的马不停蹄，得益于另一个龙头落地后带来的重大利好——2020年，
江阴港城经济区成功引进化工行业龙头企业万华化学。据了解，生产钛白粉的氯化
法，需要用到的气体原料恰恰是万华化学的副产品，双方通过园区管道即可实现“
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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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龙头企业落地而受益的，不止一个正太。

“中景石化、万华化学都是我们的上游企业，中景石化为公司供应的PP料年交易额
可达数十亿元，就近取材为企业省了运费和时间。”位于江阴港城经济区的友谊新
材料科技工业园总经理廖武告诉记者。如今，友谊集团正将原先在福清分散设置的
4个厂区整合至江阴，并扩大生产规模。

眼下，总投资50亿元的思嘉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正紧锣密鼓建设。该项目在不到3个
月的时间，就完成落户江阴全过程。“化工‘老大哥’万华化学的引领非常关键，
因为我们看重‘链条效益’。”思嘉集团副总经理高居文介绍，将大量利用万华的
MDI、TPU等化工产品，以及友谊的包装材料，打造下游终端应用链。

“园区正在建设的综合管廊，作为共享基础设施，用于园区企业之间的生产原料直
接供应。”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主任施家雄介绍，围绕产业链，园区还逐步实施
双电源、双气源、双热源、双扩容等项目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要素保障。

“10年前，大项目都还没来，产业发展跌跌撞撞，年工业产值只有几十亿元。”曾
在江阴工业集中区任职的施家雄回忆说。

以丝路海港城建设为主线，以园区标准化建设为抓手，产业发展步步跨越。江阴港
城经济区在去年规上工业产值突破600亿元的基础上，今年预计达到1000亿元，向
着“世界一流的千亿级化工新材料专区”目标加速前行。

城的崛起

——嫁接优质资源，完善生活配套，实现产城融合

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方程，在万华化学2020年落地江阴时，就成为工程安全管理部
门的员工。今年春节，方程没回老家，就地过年。“大年初五，我们去看了共享区
里的商业街，灯火辉煌，非常漂亮！”方程说。

这条商业街是位于江阴港城经济区新厝共享区的光贤美食街。作为丰富企业员工休
闲娱乐生活的商业配套项目，街区集特色美食、民俗广场、儿童娱乐区和露天观影
区于一体，把夜经济、夜生活送到了企业员工身边。

目前，江阴港城经济区与江阴镇、新厝镇已经形成“一区两镇”融合发展格局，镇
的建设规划融入港城发展规划。承载公共服务的“城”，选在了北部江阴镇区和西
部新厝共享区两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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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厂房密布的产业园区出发，驱车行驶10多分钟，跨过一条海堤，就来到了新厝共
享区。上月，福清一中分校的教学楼刚刚封顶，福清市城关小学分校正在加快建设
，新落成的一家幼儿园可提供540个学位，还将建成文体活动中心等生活配套。

据介绍，新厝共享区占地面积1185亩，已初步完成总体建设规划。“为筑巢引凤，
共享区重点布局了产业公寓。”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陈乃辉介绍，产业公
寓一期、二期正在进行主体建设，户型面积为30～60平方米，可提供1200多套住
房；待三期建成后，产业公寓可提供1万多套住房，户型更加丰富，为园区企业吸
引人才提供住房保障。

“镇里现有的卫生院，无法满足港城人口大量增长和化工园区专业医疗的需求。”
江阴镇镇长陈小辉介绍，在参照万华烟台医院、万华宁波医院的基础上，计划投资
3亿元，建设具有化工园区医疗特点的江阴港城医院，拥有560张床位，目前已经完
成项目设计和征地，即将动工建设。

每天早晨6点50分，方程一家准时起床，早餐后，他开车先送女儿到新厝共享区附
近的中心小学上学，然后自己到万华上班，路途顺畅，工作安心。“去年9月女儿
刚转来这边时，我还担心她能不能适应南北方校园差异，没想到她很快就融入了。
”方程说，他的新年心愿，是早点把老家的父母、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也接过来，在
这里安个家，一家人在港城团聚。

人的富裕

——告别打渔务工，住进品质社区，畅享幸福生活

春节期间，江阴镇青年创业者庄学文的“益禾堂”奶茶店生意十分红火。这间奶茶
店位于南曹村，虽然没有城区里经常出现的排队现象，可客流量、客单价、日流水
等经营数据，让这个返乡创业两年多的“前外出务工青年”颇为满意，“收入挺好
的”。

出生于1993年的庄学文，是江阴港城现代化建设的见证者，也正在成为受益者。“
我的爷爷辈，普遍是出海打渔，靠海吃海。到了我的父辈，大多数人选择外出务工
、经商，出国的很多。前些年，年轻一代同样得外出谋生。”他说。

10多年前，庄学文开始跟着亲戚到外省做工地施工管理。因为接触的多数是修桥铺
路等交通工程，常年在偏僻的地方打转转，一年到头难得回家几趟。“工地上基本
没有节假日概念，为了赶工期，有时要加班到晚上12点，深深体会到漂泊在外、居
无定所的辛苦。”庄学文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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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发展热潮，搅动着在外游子的心。“每次回家，我都亲眼见到人流量越来越
大，私家车越来越多，所以感觉到家乡的机会来了，下决心回江阴创业。”庄学文
说。与此同时，他位于江阴镇何厝村的老家——走路十几分钟就能来到海边的渔村
，因产业发展拆迁，全家搬到了江阴镇第一个社区——新港社区。

这是江阴镇为安置几个村庄的拆迁村民而建立的全新社区，于2021年8月20日正式
揭牌。

据介绍，新港社区含ABCD四个安置区，以及鼎辉财富广场、亿锦豪园小区、东方
锦绣豪园、西林公寓等高层住宅小区，已入住居民4100多人。“我更喜欢住在这里
，因为路网规划得好，交通有秩序，物业服务也让人满意。”庄学文说。

幸福、富足的生活，距离江阴群众越来越近。作为风靡全国的奶茶行业创业者，庄
学文对此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开在江阴的奶茶店，过去都是小打小闹，随便取
个店名，几元钱一杯。现在，古茗、益禾堂、蜜雪冰城、快乐番薯等大品牌都进来
了，说明大家消费能力更强、更热衷选择品牌。如果有机会，我想在更好的地段再
开一家店！”

全力以赴抓项目，奋力争优争先争效

——访福州市委常委、福清市委书记叶仁佑

开年即开跑，开场即冲刺。2022年GDP突破16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跃升
至2670亿元的福清市，如何在更高起点上再出发、再发力，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项目是发展的“生命线”。福清市坚持把项目作为“牛鼻子”来抓，策划安排今年
重点项目312个、总投资3200亿元，深化运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用好“红
、黄、蓝”预警机制，力促项目快签约、快落地、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

城市崛起，基础在实体，支撑在产业。今年策划实施三创中心、智慧仓储等标准化
项目63个，正在对接推进万华化学、有研半导体、保罗大健康食品产业园等产业链
项目，同步推动长远锂科、大东海冷轧新材料等新产业新赛道项目，加快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

作为福州都市圈三大重要主中心之一，福清市紧扣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谋划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海滨山水城市，今年要加速打通福州市域轨道S1线、滨海大通道
等战略通道，同步开发东部新城、文旅小镇、中央CBD、龙高商贸新城四大组团，
进一步提升城市通达性、承载力、品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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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紧紧围绕“把‘效’体现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等要求，持续推动公共服务
提质扩容，今年安排财政资金75.2亿元，生成并实施88个社会民生补短板项目，优
化并推广集团化办学、与省市重点医院合作办医、医养康养融合发展、城乡供水统
管自建等模式，持续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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