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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保康县优势产业集群情况的
调 研 报 告

中共保康县委 保康县人民政府

根据市委政研室《关于开展打造我市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调

研摸底活动的通知》要求，保康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从县

委政研室、县科技和经信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单位抽调人员组

成专班，就精细化工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食品精深加工

等 3 个优势产业集群情况进行了调研，形成报告如下。

一、精细化工产业集群

（一）发展现状

保康境内共有 9 个矿区、20 个矿段，集中分布在马桥、马

良、城关、寺坪4个乡镇，远景储量达30亿吨，平均品位23.64％，

居全国八大磷矿第四位，素有“中部磷都”之称。

保康磷化工业始终坚持走园区化布局、系列化开发、集约

化经营、规模化发展的产业集群发展之路，以绿色矿山建设为

抓手，不断推进磷矿资源整合，围绕兴发、龙蟒、泰山石膏、

尧治河等龙头企业，依托襄阳余家湖保康工业园、城关精细磷

化工业园和马桥周湾工业园，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打造多产

业耦合、上下游关联的磷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开发出工业级、

食品级、饲料级、肥料级、电子级五大系列产品。其中，黄磷、

磷酸、五钠、六偏、磷复肥等被列为国家免检产品和湖北省名

牌产品，形成了 475 万吨磷矿石、250 万吨磷矿粉、3.7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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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磷、20 万吨磷酸、5000 吨次磷酸钠、1500 吨阻燃剂、1000

吨赤磷、20 万吨磷复肥、4 万吨食品级六偏、6 万吨食品级五钠、

2 万吨焦磷酸钠、2 万吨精细磷酸盐、2 万吨饲钙的年生产能力。

一是深入实施“万企万亿技改工程”。引导企业与大专院校

以及专门的科研机构对接，走产、学、研发展道路，先后与武

大、华中科技大、武汉理工大等一批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紧密技

术合作关系。目前，全县共组建 4 家院士工作站、10 家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和 23 家市级校企共建研发中心，引进各类科技项目

和技术 40 项。鼓励楚烽、尧治河等一批企业与科研院所联合设

立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开展化学选矿、精细磷酸盐开发、黄磷

脱砷、黄磷节能超产、磷泥制酸、矿粉造粒、余热利用、电能

设备无功补偿等为主要课题的技术攻关。

二是狠抓节能减排，推进清洁生产。比如，楚烽公司投资

完成厂区污水系统改造，新建标准化污水处理循环利用系统，

年节水 10.2 万吨；新建黄磷尾气余热综合利用装置，年减少废

气排放 1.44 万立方，有效回收余热，年可节约原煤 1.1 万吨。

施尔佳公司新建了硫酸渣回收贵金属项目试生产。泰山磷石膏

建成了 4000 万平方米一期工程，每年可以消化 40 万吨左右的

磷石膏，二期投资 1.2 亿元，年产 3 万吨胶联剂项目建成投产。

三是加快绿色矿山建设。围绕建设生态和谐新型矿山，鼓

励支持建设采选矿项目。目前，全县已有尧治河磷矿、楚烽磷

矿等 4 家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楚磷公司白竹磷矿已

经通过预申报审核。2019 年，全县规上磷化工企业达到 4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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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规模企业总数的 46%，实现产值 71.98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48%。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证件办理慢。受矿权整合的影响，不能按期办理采矿

延续登记手续，部分企业无法复工和复工后面临停工的风险。

二是销售市场疲。受磷化工市场影响和云、贵市场冲击，

磷矿石销售不畅，低磷矿石试销实施难度大，企业信心不足。

三是生产成本高。产成品库存过多，客户订单萎缩，流动

性资金紧张，从而造成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三）意见建议

一是加快续证登记进度。加大对省、市汇报力度，认真研

究落实磷矿矿权整合意见，加快矿权续证办理进度。

二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对中低品位磷矿利用企业税收给

予 3 年减半征收；建议降低矿产资源税、环保税的缴纳比例，

在原来的基础上再降低 2 个百分点。

三是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开通绿色通道，压

缩办贷时限，加大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力度。

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保康立足县情实际，以襄阳余家湖保康工业园为

主要阵地，重点发展以航空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电动车及

零部件、机械制造等为主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以高性能结构材

料、功能性化工材料、复合性专用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以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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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燃料为主的新能源，大力推动泰山石

膏纸面石膏板、新一代阻燃剂和催化剂及离心超细棉、光学级

聚酯薄膜、光学薄膜涂布、ECP 装配式高强板、龙源风电等项目

建设，全县的新兴产业呈现出健康、较快的发展态势。2019 年，

全县规上新能源新材料企业实现产值 13.77 亿元，占规模企业

总产值的 9%。

全县主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项目：（1）龙源风电项目，共

安装机组 24 台，总装机容量 48 兆瓦，全年可发电 1.2 亿千瓦

时，占保康年用电量的五分之一，年可实现收入 7200 万元，上

缴税收 1800 万元。（2）泰山石膏公司一期项目，建成年产 4000

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和 800 万平方米装饰石膏板生产线，年消

化磷石膏 30 多万吨。2019 年，生产纸面石膏板 3810 万平方米，

装饰石膏板 280 万平方米，实现销售收入 2.1 亿元，净利润 3600

万元。（3）亿佳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超细玻璃棉项目，现已建

成两条作业线，生产能力可达 36000 吨/年，实现销售收入 1.36

亿元，利税 1500 万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项目建设施工许可证办理滞后。泰山石膏公司二期胶

联剂项目未能及时报备，无法取得相关手续。

二是企业负担较重。比如，泰山石膏项目蒸汽使用方量未

达到最低限额，但仍需交纳足额费用，协调难度较大。

三是流动资金紧张。客户订单萎缩，流动性资金紧张。

（三）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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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议县区与中心城区同等享受工业倍增计划相关政

策，加大产业配套资金帮扶，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

二是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扶持力度，提供相关专业技术指

导以及技术研发政策支持。

三是进一步协调相关部门，加快项目建设施工许可证办理

进度，按实际用量收取蒸汽费用。

三、食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

（一）发展现状

目前，保康核桃、中药材、茶叶、蔬菜等特色农业产业规

模稳定在 80 万亩以上，为发展食品精深加工提供了坚实基础。

其中，核桃面积 35 万亩，年产核桃 1200 万斤。野生中药材临

床常用品种达 230 种，苍术、白芨、柴胡是全县中药材产业的

主导优势品种，品种纯度在湖北地区最好。全县注册 38 家药材

专业合作社，公司 5 家，中药材基地面积 6.5 万亩。全县茶叶

种植面积 15.5 万亩，年生产成品茶 7150 吨，销售收入 6.2 亿

元，拥有荆襄红、九皇山、楚源生等 7 个商标。全县蔬菜产业

总面积达到 11 万亩，其中高山反季节蔬菜 6 万亩。

全县主要食品精深加工企业：（1）湖北圭萃园农林股份有

限公司，年加工核桃油 38.4 吨，主要通过电商淘宝、网络直销

等开展线上销售，市场反映良好，2019 年营业收入 1200 万元。

（2）襄阳欣保丰农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白芨种苗，为葵花药

业集团提供生产原材料，2019 年营业收入 509 万元。（3）湖北

荆襄红茶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有机乌龙茶、红茶、白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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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1850 吨，2019 年营业收入 860 万元。（4）保康原生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年产时令蔬菜 400 吨、有机土豆 25 吨、树叶豆腐 5

吨，实行电商销售模式，产品销往武汉、襄阳等城市，2019 年

营业收入 539 万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缺乏产业规划。大部分企业没有长期规划，产品布局

多而杂，主导产业不明显，产业升级步伐缓慢。

二是缺乏领军企业。规模企业较少，没有形成主营业务收

入过亿的企业，缺乏具有领军能力的龙头骨干企业。

三是缺乏核心技术。企业普遍缺乏高端技术人才,自主研发

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和产品，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

（三）意见建议

一是选准 2-3 家骨干企业给予重点扶持，促进企业做大做

强，引领带动优势产业规模壮大、能级提高。

二是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升

级，打造一批带动能力强、产业影响力大的龙头企业。

三是全市加大统筹力度，着力引进大公司、研发基地等有

利于产业集聚的龙头项目，提升产业集群发展层次和水平。

2020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