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美公司建筑用轻质陶瓷保温板生产线

非金属原料分析实验

信阳科美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信阳科美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总投资
6

亿元，

占地
780

亩，公司一期投资
2

亿元，占地
280

亩，建立了产品研发基地
和功能型建筑外墙保温陶瓷生产线。 主要从事工业保温材料和建
筑保温陶瓷的生产、研发及销售。公司组建无机材料研究院

,

现有
专兼职科研人员

35

人，其中博士学位
8

人，副教授及高级工程师以
上
12

人，在非金属矿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权威。其中自主研发的
“建筑用轻质陶瓷保温板系统” 填补了国内外建材行业市场空白

,

破解了德国等西方国家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 经权威机构
鉴定，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一经推出，便得到中海、万科、和记黄
埔等多家知名建筑企业认可。

信阳市上天梯怡和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信阳市上天梯怡和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是怡和控股旗下的

一个集原矿开采及原矿深加工于一体的子公司
,

成立于
2006

年
10

月。 公司在上天梯刘楼采区拥有一座储量为
208

万吨的膨润土、珍
珠岩矿，矿区占地面积约

88

亩，珍珠岩矿保有储量为
70

万吨，膨润
土保有储量为

138

万吨。该矿矿藏品质优良，杂质少，易于露天开
采。产品应用范围广泛，用于冶金铸造型砂粘接剂、石油钻探用钻
井泥浆、化工、油漆、土壤改良、造纸、纺织印染、橡胶、食用油脱色
净化等多个生产部门，深受广大用户的好评和厚爱。

2013

年公司投
巨资兴建了一条膨胀珍珠岩增韧高热阻外墙保温板材生产线，该
生产线现已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产品具有节能、保温、防火等优
良性能，广泛应用于建筑及其他相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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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特色招商产业园
河南省特色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信阳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信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8

月
11

日，信阳大地，酷暑难耐。但在上天梯管理区方浩公
司研发大楼，记者明显感觉比其它地方室内凉爽许多。原来，

该建筑外墙使用了方浩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建筑用轻质陶瓷
保温板。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建筑极大地阻止了冷热能量
交换，有效减少了能量流失，在这样的建筑里面工作生活仿佛
置身“高级保温箱”。这就是科技带来的神奇力量，也是促使上
天梯发展的神奇力量。

近年来， 上天梯产业集聚区抓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的牛鼻子，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
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创新驱动发展的生动场面。

搭建技术研发平台
“近几年，我们先后建成省、市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3

个，

申请专利技术
43

项。”上天梯管理区科技局局长、矿业协会秘
书长张保杰历数了科技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和科技强区的艰
难路途。面对创新主体之间缺乏协调、重复投资、重复研发等
现实问题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 上天梯管理区积极搭建政
府、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相互支持的科研合作平台，开展科研
攻关，努力突破非金属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促进科技与
市场需求的有机衔接。据悉，三大研发平台计划承担国家、省
级重大科研项目

15

项以上， 突破行业共性、 关键技术
30

项以
上，申请发明专利

60

项以上。

掌握产业话语权
2011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挥之不去，市场需求不振，

不良商家，在利益驱使下，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危及上天梯品
牌信誉。一时间，价格跌落，市场萎缩，利润空间受到空前挤
压，上天梯遭遇了“滑铁卢”。痛定思痛，上天梯开始猛醒：实行
市场准入制度，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恒源、

KD

、科美等
5

家企业
的
8

种产品首批获得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珍珠分会颁发的市
场准入证书，分别占全国的

38.5%

和
42.1%

，有力促进了产品
标准化生产，稳定了市场竞争秩序；成立矿业协会，加强行业
自律，会员单位

44

家，有力加强了产品质量的监督与管理，提
高“上天梯”品牌的含金量。

营造良好环境
积极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上天梯管

理区财政部门牵线搭桥，开展政银、银企洽谈对接活动，帮助
企业意向融资

0.48

亿元，投入企业技术改造升级；依托市发展
投资公司，申请国开行贷款

5

亿元人民币；制定专业的产业升
级环境保护资源整合报告，设置融资平台、加快资源整合、推
动产业升级，加强顶层设计。同时，上天梯通过技术入股、专利
转让、税收减免、提供优惠待遇等方法吸引鼓励科研院所、高
校科技人员前来创新创业。

提供智力保障
鼓励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培养创新所需的研究型

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上天梯管理区大力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实
用人才，加强本地高端人才的培养，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
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
充分涌流，推动了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向上天梯集聚。日
前，中非研究所、怡和公司、青岛质立机电工程公司联合开展
科研攻关，成功研制出粘合剂和微波技术保温板材生产线，

其技术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填补了市场空白。

抢抓机遇，顺势而为。上天梯管理区走出了一条产
业转型升级的成功路子，转型升级的“正效应”正在持
续释放：全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7%

，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3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
10%

。“力争
在
3

年内把上天梯建成环保型、科技型、创新
型、节约型的世界级绿色建材研发及生产
基地”。谈到升级版的非金属产业，上天
梯管理区党委书记、主任张向阳信
心满怀。

□

本报记者殷翼

蓝天白云下， 一排排标准化厂房错落有致， 板材生产车间一尘不
染，自动化控制室内鼠标轻轻一点生产流程轻松完成，一箱箱珍珠岩保
温板材顺利下线，俏销全国各地，构筑起绿色家园。这就是位于信阳市
东南

10

公里的上天梯非金属矿产业集群区崭新面貌。

上天梯管理区资源禀赋优良，境内蕴藏珍珠岩、膨润土、沸石、瓷石
等四种矿产资源

8.67

亿吨，品位高、储量大，素有“亚洲第一矿”的美誉。

该区积极探索出了一条资源优势充分发挥、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金光
大道。

“上天”之“梯”的搭建
如何发展，怎样引进项目？薄弱的基础设施成为一直制约上天梯发

展的“瓶颈”，大打一场路桥工程攻坚战，成为上天梯人最为迫切的课
题。没钱难倒英雄汉，成功眷恋执著人。很快，先架起

530

米长的跨河大
桥，打通了出头路，实现了与高速、国道、铁路的无缝对接。紧接着又在
荒芜的河滩上建设

9.6

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 如今，“五纵三横一循环”

的交通网络，让这里方便快捷。乔、灌、草相结合的园区绿化，彻底改变
了上天梯灰蒙蒙的形象。

110

千伏和
35

千伏两座变电站、年供气
5

亿立方
米的燃气站、通讯光缆的接入都为项目入驻创造了优良条件。这真是一
个让人感动又令人回味的过程。提起它，参与其中的同志都眼含泪花。

“上天”之“梯”的护理
路修好了，可资源管理混乱，让上天梯人难以言状。不把资源管好、

用好，发展就无从谈起。为此，他们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整合矿
产资源，筑牢发展基础。首先，出重拳规范开采秩序。将采矿权证由

55

个
整合为

5

个，矿石年开采量由每年
150

万吨下降到
90

万吨，而价格却由每
吨
30

元上升到
300

元。接着，依法整顿加工小厂。低于生产门槛的企业通
过关停并转，逐步淘汰出市场。这里加工小厂由

1000

多个减少到
500

多
家，转型升级

200

多家。同时，用铁腕保护生态环境。坚决关停
6

家污染膨
胀厂，改企业燃煤为使用电和天然气，积极开发尾矿微粉新用途，污染
物排放量由每

20

万吨下降到
2

万吨。矿产资源的有效整合，为产业发展
夯实了基础。

“上天”之“梯”的优化
为了优化发展环境，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上天梯非金属矿管理区

围绕“以产促城、产城互动”的思路展开，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通过
城镇化服务工业化，并规划了

4

平方公里的城镇新区。该区规定，只要到
上天梯从业居住，都享受与本地群众一样的保障待遇。在基础设施建设
上，高标准配套绿化、亮化、美化工程。在住房保障上，单独提供土地建
设产业工人居住社区。在就业保障上，他们与高校联合建立职业技术培
训中心，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培训产业工人、科技人员和管理白领。在社
会保障上，狠抓保障体系建设。在管理服务上，他们将实行社区制度，为
入驻新区的群众和产业工人提供全方位的社区生活服务。

“承认差距，奋起直追；敢于攀登，当仁不让。”———这是一种勇于承
认现实、敢于挑战自我的自信。如今的上天梯，俨然一座工业新城，憋着
一股劲似地拔地而起，这片板结多年的土地苏醒了、沸腾了，开始了它
不同凡响的新生。

让梦想照亮现实

天梯难，难于上青天。这句民
间谚语源自于对道路泥泞难行的
感叹，也是上天梯工业经济发展的
真实写照。上世纪

60

年代上天梯开
始勘探非金属矿， 上个世纪

70

年
代、

80

年代实行有水快流发展模
式，贱卖原矿，粗放加工，家庭作坊
式小厂遍地开花。彼时，资源管理
混乱无序、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
会发展缓慢， 群众生产举步维艰，

外界提起上天梯人人叹息不已。

困难面前上天梯人没有退缩。

近年来，上天梯紧跟时代潮流，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
中搏击风浪，勇立潮头。

面对生产组织分散、 封闭，科
技创新能力不强等残酷的现实和
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天梯管理
区强化生产组织间的分工合作、协

同创新，有效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
力；以科技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 推动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努力打造着世界级绿色建材研
发及深加工基地的梦想。

实施“计划开采”、 “一矿一
厂”， 上天梯的矿产资源由无序
转向有序；建设路桥工程，基础
设施由薄弱转向完善；搭建产业
发展平台，企业由散乱安放转向
集中布局，推动主导产业不断向
产业链下游延伸，向价值链上游
攀升。

艰难的探索中，上天梯人切实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走发展循环
型、 节约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在资源管理上，积极实施统一
规划、统一管理、规范开采、深度加
工、综合利用、多元投资的开发
思路；在项目建设上，

大力引进

深加工项目，不断拉长产业链条，

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资源利用率，充
分发挥了该区宁西铁路工业走廊
经济增长极的带动效应；在投资服
务环境上，管理区全体干群都是企
业服务员，实行“一办式”热情优质
服务， 为企业代办一切相关手续，

努力营造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
厚氛围。这些政策措施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上天梯现状，顺应了市场
需求。

纵有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

上天梯经济依然逆势飘红， 一枝独
秀。全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7%

，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0%

， 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梦想照亮了
现实。

亚
洲
第
一
矿

上天梯非金属矿藏储量很大，素有“亚
洲第一矿”之誉，目前年综合开采加工能力
150

万吨。 新规划建成的工业园区占地
13

平
方公里，其水、电、气、路、通讯等基础设施齐
全，功能完善，初步形成了非金属矿精深加
工业集群和仓储运输及特色物流业集群。主
要制品广泛应用于建材、 医药等

40

多个领
域，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还出口到欧洲、美
国、日本、韩国等海外地区。

□

本报记者殷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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