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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在驰宇盐品有限公司中控室，生产流程中的每一道环节都显示在4台电脑屏幕
上。本报记者 刘 畅摄

四川自贡市荣县将传统的陶、盐、茶三大独特资源禀赋转变成现实生产力和发展竞
争力，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8年，荣县土陶产值超过10亿元；启动建设自贡井盐产业园，将形成集制盐、
物流、包装、技术研发、食品精深加工等全产业集群；全县茶产业每年带动近5万
茶叶从业人员增收8亿元以上。

荣县有“三宝”——陶、盐、茶。

论陶，四川自贡市荣县自古别称“陶乡”，4亿吨高岭土矿藏具有与宜兴紫砂泥相
同的矿物组合和相似的矿物含量。说盐，亚洲最大的黑卤盐矿床和全球最优质的黑
卤盐资源均横卧荣县之下。看茶，这里是四川三大茶叶优势区域中的川南优质早茶
区，有茶园17.7万亩。

丰富的资源为荣县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空间。然而，荣县县域经济多年来却一直特
色不足、产业不强。为了将传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近年来荣县在陶、盐、
茶三大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快马加鞭。

做好一捧泥——

既提升产能又追求工艺

1954年，荣县在铁厂镇创立了国营五四陶厂。改革开放后，一大批土陶企业如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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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笋般在铁厂镇建立起来，那时的铁厂镇车水马龙、产销两旺。

但是好景不长。受制于工艺落后、环境污染，一部分土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或倒闭
或被兼并。2013年，一场节能减排风暴在铁厂镇掀起，这里的38家传统煤窑一夜
间被关停并转，重组后的9家土陶企业开始了大规模技改。

明峰陶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富伟是1982年开始学习制陶并进入这个行业的，“从
最原始的煤窑炉到后来的燃煤倒焰窑，一直存在污染重、能耗高的问题。加上企业
多、小、散，产品质量又不稳定，改造是迟早的事”。

在明峰陶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列“小火车”满载着多种规格的土陶产品从红
彤彤的窑炉里缓缓驶出，等待降温后质检。“这就是将过去传统烧制方式技改后的
遂道窑，省时又省力，而且成形效果更好。”杨富伟介绍说。

“从2013年开始，土陶行业在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方面有了很大改善。到2017年
年末，万元产值能耗年平均下降了4%以上，废陶回收利用率达80%以上，企业大
气污染物实现稳定达标排放。技改过程中，铁厂镇9家大型制陶企业累计投入技改
和建设资金2亿多元。全县60余家陶企形成了竞相追赶、创新创造的良好氛围，热
循环节能梭式窑、新型实用陶瓷、环保陶瓷砖等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获得了国
家授权专利18项，2018年土陶产值超过10亿元。”荣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
泽明介绍说。

现在，全行业30%以上的工序实现了生产机械化和半自动化，窑炉技术、机械化和
半自动化程度在四川同类产品产区中处于领先水平，这为民生用陶和工业用陶实现
量产奠定了基础。荣县民用泡菜坛产量已经占到了全国市场份额15%左右，工业用
储酒坛全国市场份额占比达30%以上。

2017年，荣县被命名为中国(西部)陶都后，慕名而来的客户越来越多。除了工业、
日用陶之外，部分企业还向民用艺术陶方向发展。

“手工制陶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既符合现在人们对陶瓷制品返璞归真的要
求，也体现了产品的独特性。”在荣县双龙陶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入行20多年
的黄泽强将陶泥放置在车轴上，用脚踏板控制车轴转速，再用手将陶泥塑造成形，
然后干坯、修坯、烧制。

“做陶需在坚持传统中找到转型创新的路子，小而精的陶器才能脱颖而出。”在自
贡华邦陶艺有限公司陈列室里，一个个装饰着神话人物、秀丽山水的陶瓶依次陈列
，有的清新典雅，有的鲜艳夺目。代晓岗和妻子在2012年创立这家企业之初，主要
生产坛、罐。为了转型，代晓岗“三年三下景德镇”——2015年，他从景德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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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两位工人，研发青花陶。精美度虽然达到了预期，但量产这道坎还迈不过去；第
二年，他学会了一种新的工艺——注浆。注浆就是把泥浆浇注在石膏模里面再塑形
、烧制，适用于形状复杂或大件制品的批量成型；第三年，代晓岗学会了不同器型
的制法和浮雕工艺。

现在，华邦陶艺已经不再大批量生产大容量陶罐，取而代之的是样式精美小巧的定
制酒罐、艺术陶。去年，公司年产值突破了2000万元。

2019年4月份，荣县人民政府与景德镇陶瓷大学签约，将依托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技
术和人才优势，加快推进全县土陶产业转型升级，形成百亿元规模的产业集群。“
规划到2020年底，全县土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业集中度得到优化，生产自动
化、智能化、创新研发和设计水平明显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进一步
增强。”张泽明说。

做精一粒盐——

延伸“有盐有味”产业链

自贡素称“千年盐都”，荣县乃“盐都之源”，拥有巨大的盐卤资源。上世纪60年
代，自贡提出以盐业为基础，发展以化学工业为主建设化工城的规划，自贡的盐及
盐化工产业开始起步。

“1969年，荣县长山镇有了第一家平锅制盐企业。所谓平锅制盐，就是将卤水放在
锅内大火熬干，待水分蒸发后，析出盐晶体。这种制法只能生产食用盐，缺点是劳
动生产率低。”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建国介绍。

围绕荣县的长山盐矿，县盐厂、乡镇盐厂等多种经营模式的10多家制盐企业在上世
纪80年代纷纷建立。一直到1990年，自贡鸿化厂和张家坝制盐化工厂两家企业日
渐发展壮大，工业用盐需求进一步提升，自贡从荣县开始出现真空制盐技术。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自贡工业经济逐步衰退。受此影响，传统制盐企业连续多年亏
损。本世纪初，借自贡实施国企改革和盐业整合的机遇，自贡盐厂纷纷剥离不良资
产，扭亏为盈，利润和税收稳步增长。

2010年，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整合重组了5家制盐企业落户荣县，形成了年
产食用盐30万吨能力，生产规模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

在荣县县长郑小清看来，当地井盐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原本就较高，加之2017年盐改
新政出台以后，井盐产业更是迎来了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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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市场竞争为驰宇盐品拓展了销路，技术改造则为企业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实
现了节能降耗目标。

混卤桶液位、盐浆桶液位、Ⅱ效蒸发罐……在驰宇盐品的中控室里，生产流程中的
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在4台电脑屏幕上。“从2012年开始，我们引进了德国的设备和
技术，实现全过程自动化控制，已形成输卤、发电、蒸汽、制盐联产产业链。”钟
建国介绍，技改总投入约2.5亿元。

钟建国介绍，要实现传统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升级，就要避免同质化竞争
，突出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拳头产品。除了原有的食用盐产品外，驰宇盐品和四川
省中医药科学院合作，相继开发出了康疗保健盐、医药用盐等产品，与清华大学共
同研发的“天然富锶盐”已申请国家专利并实现了成果转化。

如今，荣县紧盯这一优势资源，又启动建设了面积4.6平方公里的自贡井盐产业园。
“园区建成后，将形成集制盐、物流、包装、技术研发、食品精深加工等全产业集
群。”郑小清说。

对于拟入园的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而言，搬入园区不仅离长山盐矿更近，节约了
运输成本，而且企业退城入园也可以减轻废水、废气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目前，驰
宇盐品正谋划着入园后将产能拓展至100万吨。

到2025年，自贡井盐产业园食盐及盐的精深加工业产值将力争突破25亿元。“作
为龙头企业，入园后我们还将实施年产100万吨蒸馏水综合利用项目，可以带动医
用盐水、苏打水、饮料等产业发展，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元以上。
”钟建国对园区建设信心满满。

做大一叶茶——

既打响品牌又惠及民生

“荣县种茶历史悠久，农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茶。回顾计划经济时代，虽然茶叶的流
通渠道比较少，但通过供销社计划调拨，或是外贸企业在荣县建立收购站点，每到
采茶季节，田间地头都是一派繁忙景象。”四川龙都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古亭说。

上世纪90年代，荣县兴起了一股花茶制作热潮。随着制作花茶的小作坊不断增多，
整个行业变得有些混乱。为了规范花茶制作标准，四川龙都茶业(集团)有限公司严
格选料，提升工艺，生产出龙都香茗花茶，一举在四川乃至全国打响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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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带动作用和可观的效益影响了荣县的制茶工艺，进而带动一批个体企业和乡镇
企业蓬勃发展起来，到90年代末期，荣县已经有了20多家茶企。“荣县的茶叶上市
早，早春茶2月中旬就能全面上市，名优鲜叶的品质吸引了不少外地茶企目光。”
荣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朱和能说，从2003年开始，荣县逐步成为很多品牌绿茶的原料
产地和加工基地。

“曾经我们荣县的茶厂以作坊式为主，生产环节比较随意。”朱和能说，直到2010
年，四川龙都茶业(集团)有限公司从老城区搬入工业园区并投资8000万元修建厂房
、改造技术，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如今，传统的茶叶种植正随着规模化、规范化逐渐演变成致富产业，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因‘茶’返回家乡。”四川黄金叶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奇红是一位“90”
后，2012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管理企业。

据朱和能介绍，现在荣县共有茶叶加工企业33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3家，茶叶专
业合作社38户，种植大户387户，茶叶机采率达71%。县里每年都会推荐龙头企业
管理骨干到浙江大学等高校接受培训，提高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荣县还大力开展
以茶叶家庭农场业主、种植大户为主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产业在发展，观念在转变。“荣县原本就有‘绿茗春’‘黄金叶’‘春兰芗’等商
标10多个。”据荣县科技和经济信息化局局长郭孝谦介绍，荣县是四川省绿茶出口
基地县。数据显示，全县14家企业生产出口茶，2018年出口茶产值3亿元左右。

“茶叶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带动增收能力强，全县每年带动近5万茶叶从业人员增收8
亿元以上。”正如朱和能所说，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业，茶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
按照规划，到2022年荣县将实现茶园总面积20万亩以上，茶叶产量2.5万吨以上，
茶叶综合产值30亿元以上。

发展县域经济是四川决胜全面建成小康、建设经济强省的坚实基础。目前，与荣县
一样，不少区县正在把独特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变成现实生产力和发
展竞争力，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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