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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歌不缀：世界级绿色石化基地加快崛起
蔡 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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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加 自 学 考 试
陈汝雄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严细求
实的创新意识、开放包容的发展胸
怀，石油文化为城市精神聚气铸
魂，更让茂名石化产业从固体化
工、液体化工到气体化工，锚定目
标与时俱进，弦歌不辍砥砺前行。

茂名石化产业从“油化工”走
向“气化工”

东方风来，南海潮涌。2020年
3 月 21 日，在位于茂名滨海新区的
绿色化工与氢能产业园内，投资
400多亿元的东华能源茂名烷烃资
源综合利用项目正式动工建设，20
多家国内外著名石化工程建设、设
备制造等企业派出精兵强将集结南
海之滨，展开茂名石化产业又一次
跨越的波澜壮阔会战。项目分三期
建设，项目一期（Ⅰ）1套60万吨/年
丙烷脱氢装置、1套40万吨/年聚丙
烯装置和 1 套 20 万吨/合成氨装置
及配套设施已建成即将投产。这是
茂名建市以来最大的民营工业项
目，建成后不仅使茂名石化产业从

“油化工”走向“气化工”，实现产业
提质升级，而且使茂名成为全球最
大聚丙烯生产基地。同时，利用副
产氢气发展氢能等新兴产业，形成
新的千亿元产业集群。目前，东华
能源总部正在水东湾新城建设。

建设世界级绿色石化基地，是
广东省委省政府对茂名的城市定
位之一，也是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发
展战略。在广东沿海经济带中，茂
名是除珠三角区域外经济总量最
大的城市，在抢抓大湾区+沿海经
济带联动机遇面前具有比较优
势。茂名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北部
湾城市群和海南自贸区三大国家
级经济区的交汇处，区位条件和优
良资源，决定了茂名的产业方向必
须充分依靠海洋、依托港口。茂名
已经迈入亿吨大港时代，开阔视野
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身，拓开了石
化产业大发展的全新空间。

地企同心协力携手打造石化
产业发展大格局

在抓好重大项目的同时，为了
将大炼油、大乙烯、大芳烃的优势
辐射地方，以石化龙头舞动产业
链，茂名市委市政府与茂名石化携
手打造石化产业发展大格局。

在茂名市与茂名石化领导班

子联席会议上，一笔石化后加工潜
力账让大家感受到发展的紧迫
性。按照国际通行规律，石化原料
生产与后加工、精细化工的比例可
以达到 1:50，而茂名连 1:1 还没达
到，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此，
茂名市与茂名石化实施了一系列
加快石化后加工的有力举措。从
发挥“隔墙效应”，支持茂名高新区
建设大批精细化工项目，到建立多
家合资公司，使石化产业利税更多
留于地方发展；从引进世界级异壬
醇项目填补国内空白，到合资建设
20万吨聚丙烯项目赢得良好效益；
从为地方支援与培养优秀石化人
才，到帮助建设一批骨干工程，石
化产业以地企合作为抓手，打造绿
色环保低碳产业链，提高质量效益
与综合利用水平，催生了蓬勃崛起
的“榕树效应”。

茂名石化工业区诞生与成长
的背后，是地企同心协力延伸绿色
石化产业链的共同理念。2011年3
月14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与
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政府在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这个协议以茂名石化“三步
走”发展战略规划为蓝本，以茂名
市打造成为“世界级石化基地”作
定位，以建设国家级高新产业园区
为目标，建设茂名工业中心、创新
中心和未来城市中心，掀起了石化
中下游产业与精细化工发展热
潮。自此，一块“国家高新区”的招
牌逐渐闪亮茂名大地，连续 4 年入
选中国化工园区20强。

2013年10月，茂名石化与茂名
市政府联合成立了茂名石化南海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部分优质产
能注资的方式合作，注册资本达到
9.6 亿元。2013 年 11 月，茂名石化
巴斯夫有限公司投资 18.6 亿元建
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装置。
通过合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管
理理念，促进资源深度开发利用，
地企合作组建多家合作企业，带动
地方下游产业发展，并将税费留在
地方，让央企的发展成果更好促进
地方经济。2016 年至 2022 年茂名
石化及合资企业累计留存地方税
收180多亿元。

茂名石化还与茂名港集团有
限公司合作建设 30 万吨级原油码
头及配套设施、10万吨级成品油码

头及配套设施，将进一步完善物流
通道，降低原油和成品油输送成
本，也为临港产业发展提供充足资
源保障。

近年来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依托茂名石化百万吨乙烯为
强大后盾开展产业链招商，以茂名
乙烯产品为原料的下游加工企业
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总投资达
300 多亿元，在园区建成 50 多个项
目，逐步形成了以生产能力居国内
第二位的环氧乙烷为原料的精细
化工产业链、以聚丙烯为原料的聚
酯专用料产业链、以顺丁橡胶为主
的轮胎原料产业、以烷基苯为原料
的洗涤剂产业等，园区年工业总产
值超过200亿元。这些项目对广东
制造业、汽车工业、家电行业、日化
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质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龙头企业带动催生发展“蝴蝶
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在龙头
企业带动下，经过多年耕耘，茂名
石化产业催生了“蝴蝶效应”。

2018 年 8 月，位于茂南石化工
业园的茂名天源石化有限公司 10
万吨/年丙烯项目建成投产。这个
占地442亩、总投资16亿元、包括5
套生产装置与配套设施的石化项目
全部投产后，年产值超100亿元，为
地方增加税收 6 亿多元，并为我市
众多精细化工企业提供大量原料。

2019年初，落户茂名高新区的
中氢科技项目启动。该项目充分
利用石化产业提供的氢原料发展
氢能产业，将从上游制氢、储氢、加
氢，到下游氢燃料电源、新能源汽
车，做强产业链头部，辐射中下游
产业，打造新的氢能产业链。

2021 年，德纳醇醚及酯类项
目、仁康达3万吨/年高效环保型表
面活性剂项目、众和 1.5 万吨/年树
脂装置柔性化技改项目、众和 5 万
立方米/时乙烯粗氢提纯装置、汉
荣 6 万吨/年废矿物油绿色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20 万吨/年新型减水
剂项目加快建设，部分项目投产。
茂名高新区列入省市重点项目 21
项，总投资198亿元，成为拉动区域
经济强有力引擎。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中国石化
与茂名高新区成立合资公司，在茂
名建设12座油—氢合建站，实现加
油、加氢、充电一体化，助力茂名完
善氢能全产业链集聚发展。

2022年4月，华南地区最大氢燃
料电池供氢中心建成。该项目日产
6400公斤高纯氧，可覆盖周边半径
200公里的用氢需求。项目包括新
建 3000标准立方米/小时氢气纯化
装置和 500千克/日加氢母站，采用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专有技术，是目
前粤西地区唯一的供氢项目。不仅
为粤西地区提供绿色氢源，而且对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打造国内重要
的氢能产业基地具有示范意义。

从石化产业衍生新能源产业，
不仅拓展了石化发展领域，而且提
升了科技含量与综合利用价值，为
茂名发展新兴产业树立了标杆。

龙头起舞，百业兴旺。茂名高
新区围绕依托精细化工产业，积极
拓展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大数据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打造茂名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

茂名石化产业谱写了一曲曲
追梦奋斗的壮歌

因油而生，弦歌不缀。从固体
化工、液气化工到气体化工，从大
炼油、大乙烯到大石化，茂名石化
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谱写了一曲曲追梦奋斗的壮
歌。六十多年创业发展，茂名石
化产业累计为国家和地方缴纳利
税 5200 多亿元，相当于国家全部
投资的 6 倍多，纳税额连年居广
东前列。在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同
时，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得到呵
护，茂名市区空气质量连续多年
保持在广东地级市前三名。目前
茂名石油化工年产值 2000 多亿
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 50%
以上，为茂名市级财政收入贡献
了三成税收，稳居我市主导产业
之首。其中以石化为主的茂名高
新区近 5 年来以每年两位数的幅
度 疾 步 增 长 ，跻 身 国 家 级 高 新
区。2021 年 12 月 28 日，茂名市第

12 次党代会提出，构建“1+4+5”
现代制造业体系，其中“1”就是指
绿色石化战略性支柱产业。踏平
坎坷，历尽沧桑，石化产业依然是
茂名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

茂名石油石化产业不仅为国家
贡献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凝聚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以“艰苦
奋斗、为国奉献、自立图强、敢为人
先、严细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石油文
化。从石油基地开发开始，企业文
化建设蓬勃展开，记载创业风云、描
写火热生活的文艺创作成果丰硕，
产生了许多带“油味”的音乐、舞蹈、
戏剧、绘画等优秀作品，宣传文化网
络进入一线联通家庭，一代代石化
人在石油文化熏陶下成长。茂名石
化产业涌现包括全国党代会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
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师等先进模
范人物，培育并向地方和石化企业
输送了上千名优秀领导干部、技术
专家和技能人才，成为我国石化人
才重要培育基地之一。

致敬先行者，学做智行者。经
历60多年峰回路转、迂回曲折的艰
辛跋涉，茂名石化产业在高质量发
展道路上焕发青春活力；茂名石油
文化经受淬炼放射出璀璨光彩。
回眸历史感悟初心，击鼓催征奋楫
扬帆，一幅宏伟壮丽的石化发展画
卷正徐徐展开……

那天周末，我去新湖公园打拳
散步，路过茂名开放大学时，看见
校门口不少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匆
匆走进学校，觉得好生奇怪，他们
不像是在校学生，也不像是老师，
走进学校干嘛啊？我抬头一看，只
见校门口上面挂着一条大红横额，
写着“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
场”，我恍然大悟，他们是来赶考
的。这勾起了自己当年参加广东
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回忆。

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
初，我考上并在广东石油学校就
读，因儿时在农村长大，普通话不
太标准，在校期间，买来新华字典
努力自学汉语拼音。傍晚，还经常
利用晚饭后、自习前等空隙时间，
到学校图书馆阅览文学方面的报

刊书籍，逐渐发觉汉语博大精深，
具有无穷魅力，由此爱上汉语言文
学，利用业余时间借阅图书馆的文
学著作，博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
被文学书本里所描绘出来的梦幻
般的虚拟世界深深地吸引住了。

毕业后，我来到茂名石化公司
工作，尽管工作艰苦，却未曾减低
我对文学的兴趣，继续买来文学巨
著阅览，且渐渐萌生了想要在文学
专业继续深造，转走从文道路的人
生梦想。于是，白天干活，晚上补
习高中文科课程，重披“战袍”参加
全国高考，分数出来后竟然高出本
科录取分数线 13 分之多。可惜，
当年政策不允许理科中专毕业生
填报文科本科院校志愿，茂南区教
育局招生办的人还打电话来单位

了解情况，并叫我到招生办，让我
改报专业，被我婉拒了。后来，单
位领导得知后明确表示不支持，我
的重上大学转读文学专业梦碎。

之后，痴心不改的我，参加业余
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科考试和学
习。学了一年之后，1984 年 10 月，
我得知由中山大学主考的广东省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有
本科考试，赶紧转而参加自学考
试。中文本科专业共要考 46 门课
程，一般每半年开考两门新专业课，
有时还会增加一些选修课供考生选
考，有一次，我想加快进度，一口气
报考了两门专业课和两门选修课，
结果竟然全部考及格了。有些选修
课像教育学、心理学、修辞学等没有
书本，我便来到河西新华书店买来

教材自学，然后参加考试，也顺利考
及格通过了。有一门古代汉语文学
课程，由于跨度大、内容多，学起来
需要更多时间。有一天干完活后，
我拿出书本在办公桌上学起来，突
然，室主任出现在我面前，发现我在
学习与工作无关的书本知识，当场
严厉批评并扣了当月奖金。历经千
辛万苦之后，到1990 年 6 月，我终于
顺利完成了中文本科全部 46 门课
程考试，来到中山大学参加并通过毕
业论文答辩，领到本科毕业证，成为
广东省首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
言文学本科毕业生。

当年，公司奖励（高）中（专）升专
（科）、专（科）升本（科）的自学成才职
工，我到公司职教科领到了300元奖
励金，心里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
还是人民公社化的年代。我所在
的生产队，在七十年代初，队里集
中建起了猪舍，分给各家各户。

队里集中建猪舍以前，家家
户户的猪都是散养的。村头巷
尾，竹林树林边，随处都可见到有
猪走动，也随处可见猪拉的屎尿，
有时一不留神，还会踩着。记得我
家里也养过一头土猪，身子圆滚滚
的，肚皮差不多垂到地上，常常大
摇大摆地进出我家的伙房，闹哄哄
地等喂食。当时我还小，这么大的
一头猪嗷嗷叫着从身旁经过，十分
害怕。但它却是全家重要的经济
收入来源。生产队年代，农村人除
了养猪攒下一点点“米水钱”，没有
太多的法子去挣钱了。

我生产队的猪舍，建在我家
附近的簕竹林旁。建猪舍的地
方，原来是簕竹和杂木丛生之地，
猪舍建好后，四边依然是一丛丛
的簕竹。在我家门口望过去，可
以从簕竹林间看到猪舍，时不时
听到猪叫和喂猪的声音。

队里建的猪舍全用红砖砌
成，墙上留着一只只口字型的小
通风窗，屋顶搭木条盖瓦，外面建
有储集猪粪尿的硬底化小沟，各
家各户猪舍后面各可塞起一小
段。猪舍整体呈四合院布局，四
面拢合，只在向南一面开一个大
门口。建好后，家家户户都分到
了一间小猪舍，每间大约有五六
平方大，可养三两头猪。猪舍的
门，都是用手臂般粗大的木棍或
竹条做成的栅栏门，但时不时还
是有猪拱开栅栏，或者越过栅栏
门顶跑出来，害得主人好一顿辛
苦而又着急的找寻。当时，队里
似乎还没有几户人家能住上红砖
房，猪却先住上了，说句笑话，真
是“人不如猪”了啊。

猪舍建起来后，这地方就热
闹起来。每到傍晚，家家户户都
挑着潲水来喂猪，时时听见猪等
食时急不可耐“嗷嗷”大喊的声
音；喂猪的则拿出主人的气势，对
着自家的猪大声训斥，然后和旁
边也正在喂猪的东家长西家短的

拉拉家常。我曾跟着母亲去喂过
猪。潲水桶还未放落到地上，猪
们就都挤到门口嗷嗷叫个不停；
待到潲水舀到槽里，就只听得

“洽洽洽”的进食声。潲水料通
常是番薯叶、米碎、米糠——有
时也有些较为细小的番薯，和着
井水煮熟。这煮作潲水料的番
薯，还在锑锅里的时候，小孩饿
了，捞几个上来吃，也是常有的事
儿。我小时候也吃过，带着一股
潲味。看猪吃得香，主人心里也
开心。有时猪挑食，免不了引来
主人的一顿咒骂。喂猪也得讲究
些方法：刚开始，猪饿，舀潲水时通
常会稀些；待猪渐渐饱了，进食速
度慢下来了，就要舀稠一点了。由
于猪舍都挨在一起，相邻间有时有
点争执也是有的，诸如小至一点猪
粪尿的争执，都有可能引发一场
争吵。

当时，旧历年前夕，各生产队
都要杀几头猪，送到生产大队的
队部去，整个大队统一分配，一大
早就有人去等候分猪肉过年。时
常是在半夜熟睡之际，就听到远
远近近的村落杀猪时猪的嚎叫
声、痛苦的呻吟声。队里的猪舍
离我家近，听起来更加凄厉刺耳，
也让人心生恻然。对于农户来
说，自家辛辛苦苦养大的猪，除了
拉到镇上卖给食品站，有时也会
请人在猪舍门口或家门口宰杀去
卖。杀猪的人家，多少会留下三
几斤不太好的猪头肉、花腩肉和
整盘的猪红，并值此机会吃上一
顿饭，算是慰劳自己。似乎是按
约定俗成的惯例，猪红或多或少
要分些给邻居的。

后来，生产队年代终结了，队
里的猪舍也一年年的荒废，直至
坍塌殆尽，连一丁点残墙碎瓦也
不见了。当年在这儿喂过猪、大
声吆喝过猪的乡亲，绝大多数都
已故去了。这个曾经热闹过的地
方，仿若一场飘逝了的梦。

它的原址之上，已经建起并将
继续建起人家的新房子。当年的
光景，只能留在那一代人少数人的
记忆里了。

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在小城的
河边散步，迎面走来两个穿戴时髦
的靓女。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
乡下那亲戚，不知说他多少遍了，
叫不要给我们送木菠萝了，可前几
天又送来两个！你说讨厌不讨
厌？放家里呢，臭哄哄，我们不想
吃；扔了呢，又觉得可惜！送邻居
呢，人家不喜欢，你说烦不烦？

不知为什么，靓女这一番说话
就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索，瞬间引爆
了我记忆深处的闸门。

六十多年前，我乡下老家也有
一株高大的木菠萝树，每年夏秋两
季，树身、树桠都挂满了木菠萝。这
在当时的村中，是我们家的一大自
豪！那时物质匮乏，人们的生活普
遍困难，不少人看了我家的木菠萝，
简直是垂涎三尺。也不知是哪一个
起了歹念，有天晚上，趁着夜深人
静，偷摘了我家的两个木菠萝。

早晨起来，爷爷发现树上少了
两个木菠萝，先是骂了一顿小偷的

“伤天害理”，接着便从家里卸下一
扇房门板，扛到菠萝树下垫高当作
床，当晚就睡在这门板上。

南国的夏夜，蚊子特别多，叮

人吸血，又痛又痒！但为防止木菠
萝再次被偷，爷爷一直坚持睡在菠
萝树下，直至收摘完毕。夜里为驱
蚊，爷爷不停地摇着那把破葵扇，摇
呀摇呀，渐渐便不动了，掉下来了。
困极了，爷爷睡着了，任由蚊子的叮
咬。早上起来，爷爷的脸上脖上臂
上便留下一块块的红疤痕，我们很
是心痛，但却又爱莫能助。

小孩子嘴馋，我和两个弟弟看
着熟透了的木菠萝，多想摘一个下
来尝尝！但不敢说，我们知道那是
爷爷要拿到墟上卖的宝贝。

这时，每逢家乡杨梅墟日，或
是邻县吴川塘缀墟日，爷爷便把
木菠萝放进两个箩筐里，箩筐上
盖一个簸箕，颤悠悠的挑上到墟
里卖。其时，我还未上学，爷爷每
次挑木菠萝出墟，都叫我跟着。
到了墟上，找好位置，摆好摊档，
爷爷把木菠萝切开，我便把木菠
萝里面的菠萝包一个个掏出来，
整整齐齐的摆在簸箕上的碗里，
每碗一毛钱。

杨梅墟离家近，跑一趟容易，
挑到邻县的吴川塘缀墟卖，就辛苦
了。近三十里的山路，早上喝两碗

稀粥就出发，路上赤着脚，屁颠屁
颠的跟着爷爷跑，有时不小心踩到
石子上，痛得呲牙咧嘴。那时乡下
人没有鞋子穿，习惯打赤脚，走路
踩上蒺藜或玻璃碎之类，扎得满脚
是血是常有的事。

太阳下山了，从塘缀墟回来。
路上多想喝一口水吃一点东西，填
填辘辘的饥肠啊！但走在前头的
爷爷若无其事，我也不敢说什么
了，觉得爷爷就是我的榜样。此
刻，只盼早点回到家中，喝上几碗
稀粥，止止饿，解解渴。那时，我们
一日三餐，喝的都是咸菜送稀粥。

一日，不知因了什么，爷爷一
时高兴，破天荒从树上摘下一个木
菠萝抱回家中。我们都不敢相信
这是抱回家给我们吃的，呆呆的看
着。爷爷说，还愣着干什么，赶快
拿刀来切开菠萝吃（我们把木菠萝
叫菠萝）！我和两个弟弟高兴得手
舞足蹈，七手八脚帮忙把木菠萝切
开了。剥开厚厚的带丁状的皮，只
见里面密密麻麻、挨挨挤挤、整整
齐齐全是金灿灿的菠萝包，太可爱
了，太诱人了！放进嘴里一咬，哇
塞，甜津津，脆生生，太美味了！爷

爷、奶奶、妈妈，还有我和两个弟弟
围成一圈，一边吃一边啧啧称赞，
平日不苟言笑的爷爷这时也露出
了笑容。

狼吞虎咽一番之后，我突然觉
得吃多了，肚子胀得厉害！那时家
里没什么备用药，更不知道有什么
帮助消化的药。难受之际，突然想
起平日听人说的浸水可以消除饱
胀。于是急急跑到村外的小河里
泡浸，约莫泡浸了一个多钟头，肚
子果然不胀了，舒服了，很是开
心。时值炎夏，从小河上来，径直
跑到村外一处“油行”的树林里，找
了一株不高的树，爬上去斜靠在上
面的枝桠上，只觉凉风徐徐，沁人
心脾，惬意极了！直至太阳落山
了，才恋恋不舍的离开。

回到家中，母亲问我下午上哪
去了。我不好意思实说，只好红着
脸不说话。

这一幕，早忘记了。但不知为
什么，听了刚才那位美女的说话，
蓦然想起我和木菠萝的这段往事，
并由此引发感慨：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同一食物，此一时彼一
时，遭遇却是如此的迥然不同。

木 菠 萝
陈冲

生 产 队 猪 舍 旧 事
陈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