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唤醒“沉睡”资源

中化环境牵头推进综合治理向盐碱地要粮

本报记者 刘丽靓

金秋十月，吉林 白 城 大 安 市 裹 满 “丰 收 ” 的 味 道 。 秋 风 过 处 ， 金 灿 灿 的 稻 田 一 望 无 际 。 这 座 位 于 世 界 三 大 苏 打 盐 碱 地 集 中 分 布 区 之 一 的 城 市 ， 从 曾 经 的 十 年 九 旱 、 盐 碱 地 广 、 寸 草 不 生 的 旧 貌 ， 如 今 换上稻穗沉甸甸、硕果香飘飘的新颜。

“这片吉林省最大的单体盐碱地迎来丰收，将有效保障吉林地区实施‘千亿斤粮食’工程，助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并成为我国盐碱地治理与综合利用的样板工程。 ”中化环境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化环境”）总经理助理曲风臣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碱巴拉”治理效果显著

记者来到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中化”）旗下中化环境修复（吉林）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白城大安市龙海灌片种植整改项目，操作着智慧农机的项目人员正在盐碱地改良成的水稻丰产田里开启第一次收割。

这片横跨 五个村 落、 1000余公 顷由盐碱 地改良 而来的 新增耕 地，其中近 60 %的土地 在首年 即实现亩 产 400公斤 以上的 收成，更 有三成土 地亩产 达到 500公 斤，改良 效果显著 。

一年前，龙海灌片还是白花花的“碱巴拉” ，土壤平均pH值为9.31，最高值10.45，远远超出常见植物可存活的正常范围。 由于土壤板结、碱化度高、有机质匮乏，作物在这片土地上难以生长，气温适宜、水源充足的广袤地块只能“撂荒” 。

中化环境是我国土壤治理、土壤修复的排头兵，牵头推进我国盐碱地修复和综合治理工作，并结合自身优势，从产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入手，探索出一条盐碱地整治的长治久安之道。

目 前 ， 中 化 环 境 已 在 吉 林 省 白 城 市 开 展 了 4 . 1 万 亩 盐 碱 地（水 田 ） 治 理 工 作 ， 预 计 3-5 年 后 完 成 改 良 修 复 ， 将 为 吉 林 省 新 增 十 等 水 田 3 . 3 万 亩 ， 将 年 增 产 3330 万 斤 水 稻 ； 开 展 3 . 6 万 亩 盐 碱 地 （旱 田 ） 治 理 工 作 ， 预 计 3 年 后 完 成 改 良 修 复 ， 将 年 增 产 4320 万 斤 玉 米 。

“我们对东北地区盐碱地成因和特征进行深入研究，针对盐碱地核心问题形成了修复技术体系，并依托在土壤改良与修复、种质开发和农田管理等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在当地打造出一套综合治理体系及一体化解决方案。 ”曲风臣说。 在严格保护生态前提下，项目以“淡化表层”创建和“熟化耕层”培育，构建改良和培肥物料一体化施用技术，缩短耕层淡化和熟化时间。 同时，中化环境选用耐盐碱水稻品种，对未开发的盐碱地进行种植整改，并施用微生物菌肥等地力提升材料，提高水稻产量。

除了土地、种子、肥料传统的“种植”三件套，盐碱地改良还离不开“智慧大脑” 。 曲风臣表示，要把盐碱地变成粮仓，只改良土壤和修复还远远不够，田间灌溉工程同样重要。 根据苏打盐碱地土壤遇水易溶、水干成块易裂的特性，项目应用了先进的智能化水稻灌溉系统，在田间地头安放水渠流量监测仪。 该仪器配备pH值、压力水位、水温等多个传感器，每10分钟上传一次数据到服务器，可以通过监测数据进行精准灌溉。

盐碱地里飘稻香

站在大安陇海稻田间，起伏交错的田垄排列成行，智能化农机收割的轰鸣声响彻田间，金灿灿的稻米像山涧的流水从农机出仓口流进拖拉机，运往储粮仓库。

“如今，我们已经实现农业技术的多次升级迭代，盐碱地也能种出米质好、价格高的水稻品种，这些优质产品给本地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巍说。

龙海03片区龙沼项目区种植户郭宗尚对这里的变化很有感触。 “此前，住在周边的农民只能寻找碱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小片地块种植水稻，收成仅供全家糊口。 通过中化环境等企业在当地陆续开展治理项目，现在的情况已大有改观。 ”龙海灌片盐碱地项目实施以来，郭宗尚经常来到田间地头，亲眼见证了挖掘机破开碱壳、改良剂撒入土壤、水源充盈田块、秧苗旺盛生长的景象。

郭宗尚表示，按项目规划，在三年改良期结束后，这片地块将真正从荒地转变为耕地，再由当地政府流转承包至农民手中。 按吉林省此前的实践经验来看，未来如果村集体分配给项目区内的农户每人15亩水田，农户年平均收入可达1.2万元以上。 “未来这片土地一定会更肥沃、更宜种，助力我们获得更好的收成。 ”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我国后备耕地战略资源，盐碱地的利用价值逐渐显现，唤醒这些“沉睡”资源，可有效提高土地增量，实现耕地资源扩容、提质、增效。 对盐碱地进行有计划有规范的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开展土地整治以及土地复垦，是补充耕地资源，从战略高度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举措。

“作为我国土壤治理、土壤修复的排头兵，中化环境立足乡村振兴，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协同环保、农业等多个领域，以分类改造盐碱地为切入点，以修复技术作为核心能力，努力将盐碱地建成高标准农田，助力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曲风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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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研科技董事长王明喜：

“飞轮效应” 带动多板块业务联动发展

●本报记者 孟培嘉

精研科技董事长王明喜近日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独家专访，畅谈创业经历、布局思路

与业务理念。 “从零起步到日出货200万件

MIM产品， 我们的消费电子业务充分发挥杠

杆效应；如今布局传动、散热，横跨汽车内饰、

智能制造等领域， 不同板块之间形成飞轮效

应，打造内部协同发展生态。 ” 王明喜说。

打造MIM领域龙头

把金属粉末与粘结剂混合均匀注射进模

具，成型之后再进行烧结、热处理、机加工等一

系列程序，这种金属粉末注射成型（MIM）工

艺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医疗等领域，生

产出的零部件具备高精度、高密度、高复杂度

等特点。

“国内MIM行业虽然起步晚， 但发展势

头很猛， 头部公司产品性能已经达到领先水

平。 ” 王明喜告诉记者，目前国内MIM行业有

200余家厂商。 虽然整体集中度较低，但公司

作为行业龙头优势明显，在核心技术、材料开

发以及客户资源等方面具有较为深厚的积累。

以近年来火热的折叠屏手机为例，铰链结

构是手机折叠性能的支撑，决定了手机闭合程

度、折痕效果、机身厚度，直接决定用机体验。

而一个铰链包含数十至上百个MIM件， 是价

值量较高的关键零部件， 加工精度可达

0.01mm。 目前，精研科技的MIM件供应基本

覆盖国内外知名厂商的折叠屏手机。

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成功一定程度上造成

此前精研科技业绩来源单一问题。王明喜并不

讳言这两年消费电子萎靡以及海外大客户更

改设计方案对公司的影响。“旧产品的设计改

了，我们为客户开发新的方案。同时，开拓新的

业务领域，优化客户结构。 ”

早在2019年， 精研科技就开始从零件向

下游组件延伸， 顺势布局传动与散热业务，为

长远发展储备增长极。同时，公司围绕MIM核

心技术，不断拓宽产品应用边界，从消费电子

向汽车、医疗、智能家居领域拓展，MIM产品

的客户结构得到持续优化。

目前，精研科技的传动、散热两大业务已

分别独立为精研动力、精研热能两家控股子公

司；通过收购安特信、瑞点精密的方式，拓展精

密塑胶零部件及终端产品业务；同时不断提高

制程的自动化水平， 发展智能制造服务板块，

形成了六大板块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业务方向“快人一步”

横向拓展诸多领域， 能否有效抢占市

场？ 面对不少投资人的疑问，王明喜对此充

满信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王明喜从货运做起，

并解决了当时通讯条件下卡车司机管理难的

问题，用三年时间成为长三角地区规模靠前的

民营货运公司，旗下卡车数量过百辆。 2000年

左右， 王明喜一头扎进电脑零售市场， 依靠

“免费上门维修” 这招，仅一年时间就把门店

组装机业务做到常州电脑城份额第一。

“做生意， 首先要先找到其中的门道，看

准方向再出手，这些小小的创新点就能够让我

领先别人一步。 ” 王明喜称，2010年涉足MIM

业务，彼时精研没有人才、没有资金、没有资

源，但因为敏锐把握几个关键点很快就找到业

务突破口。

“当时国内已经有不少公司开展MIM业

务，但我调研发现他们大多在汽车、医疗领域，

少有人做消费电子业务； 原材料用的多是钨

钢，不怎么做不锈钢业务。 ” 王明喜说，找到错

位竞争优势后，紧接着着力解决国内企业欠缺

的模具能力。 “当时，国内公司大多通过外协

解决模具问题，导致工期较长、修改繁琐，响应

能力不足。 ”

这些问题解决后很快在业务上见到成效。

手机款式向不可拆卸过渡，产生了SIM卡托的

需求。“通过传统车削加工的方式，20分钟才

能生产一个卡托， 单个成本十几元； 而采用

MIM工艺15秒就能制造8个， 成本大大降

低。 ” 王明喜表示，正是这款产品，让精研科技

进入消费电子行业， 此后不断进行设备升级、

研发投入，产品慢慢扩展至充电接口、镜头支

架等结构件，逐步成为行业龙头。

发挥板块协同作用

在王明喜看来， 精研科技布局传动与散

热，并非一时兴起，也不是毫无基础。“传动和

散热都是万亿级大市场， 业务天花板远比

MIM行业要高。 在MIM领域的积累，可以帮

助公司快速抓住这些市场机会。 ”

公司传动业务包含传动组件、精密传动机

构，覆盖消费电子、智能家居、汽车等领域。 虽

然看似跨界较多， 但不少产品的发展一脉相

承。以折叠屏手机铰链为例，王明喜说，最初公

司只能按图加工，为客户生产MIM件；后来逐

步可以给客户提供一些结构上的建议，帮助提

升产品性能；目前，公司已经开始独立组装铰

链转轴，向客户出售成品。

收购瑞点精密也是基于这一业务逻辑。在

汽车领域， 常见的精密传动机构包括电动尾

门、自动门锁、电动车窗升降、自动空调叶片

等。 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轻量化发展，传

动结构的配备增多，精度要求也更高。

“瑞点精密在汽车内饰运动结构件方面

具有多年生产制造经验和客户储备， 可以降

低我们进入汽车厂商供应链的成本。 ” 王明

喜介绍， 许多传统汽车结构件厂商专注于注

塑工艺，不掌握传动技术，而收购瑞点精密后

公司可以将传动系统和汽车内饰打包开发，

形成完整的产品供应给客户，充分发挥MIM

业务、精密塑胶业务与传动、散热业务的协同

作用。

在散热业务方面，精研科技重点攻关液冷

散热模组的方案设计，并通过工艺制程优势降

低热管等零部件生产成本。公司设计团队均来

自于全球资深散热制造企业，具备十余年从业

经验，并瞄准超算、储能、超充等多个领域。

“六个板块在精研科技内部已经形成一

个生态圈。以MIM技术为底座，不同板块就像

不断旋转的飞轮， 相互促进带动更多业务突

破。 ” 王明喜说。

宁德时代前三季

净利同比增长77%

●本报记者 金一丹

10月19日晚，宁德时代发布三季报。今年前

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46.8亿元，同比

增长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1.45亿元，同比增长77.05%；第三季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4.28亿元， 同比增

长10.66%。

机构表示， 随着下游需求的释放以及宁德时

代成本管控能力的持续提升， 预计其动力电池及

储能业务盈利有望保持强劲增速。

市占率保持第一

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宁德时代营业收入

为1054.31亿元，同比增长8.2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04.28亿元，同比增长10.66%。

宁德时代市占率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据SNE�

Research数据，2023年1-8月， 宁德时代全球动

力电池市场份额持续排名全球第一， 海外份额稳

定增长，其中欧洲市场份额达到34.9%，同比提升

8.1个百分点。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

2023年1-9月， 宁德时代以109.3GWh装车量居

国内动力电池企业装车量榜首 ， 市占率为

42.79% 。 其 中 ，9 月 ， 宁 德 时 代 装 车 量 为

14.35GWh，市占率为39.41%。

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动力电池及储能市场需

求旺盛。 数据显示，1-9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

合计销量为482.6GWh。 其中， 动力电池销量为

425.0GWh，占比88.0%，同比增长15.7%；储能电

池销量为57.6GWh，占比12.0%。

1-9月 ， 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合计出口

101.2GWh。 其中，动力电池出口销量89.8GWh，

占比88.7%，同比增长120.4%；储能电池出口销量

11.4GWh，占比11.3%。

海通国际表示， 未来随着锂电产业链原材料

成本不断下降，政策扶持叠加终端需求不断提升，

有望推动新能源车销量持续增长， 锂电产业链需

求将逐步提升。

新签订单不断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宁德时代近期新

签多个订单，旗下神行超充电池已在极狐、奇瑞、

哪吒汽车、阿维塔等品牌落地。

10月17日，宁德时代与北汽新能源联合召开

神行超充电池合作启动会， 北汽新能源旗下高端

智能电动汽车品牌极狐将配套搭载神行超充电

池，开启新能源汽车超充时代。

10月16日，宁德时代与奇瑞集团共同宣布，

神行超充电池落地奇瑞星途星纪元。未来，奇瑞

集团和宁德时代还计划在海外市场同步推广神

行超充电池车型，开拓欧洲、中东、东盟、北美

市场。

10月7日， 宁德时代与哪吒汽车签署深化战

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宁德时代未来将为哪吒汽

车的市场业务提供支持， 包括新项目及新技术合

作、神行电池供应、海外业务拓展等。

据悉，神行超充电池自发布到落地首发车型

仅用时2个月， 明年一季度搭载神行超充电池的

车型将正式上市。 神行超充电池以超电子网正

极、二代快离子环、超高导电解液等创新技术，实

现了“充电10分钟，续航400公里” 的超快充电

速度。

宁德时代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麒麟电池、

M3P、神行超充电池等陆续落地，公司针对不同

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进行多元布局， 形成了具备

竞争力的新一代产品矩阵。

推出多款新品

宁德时代在电池方面持续加大投入， 并密集

发布多款新产品。

4月19日， 宁德时代在2023上海国际汽车工

业展览会上发布新一代前沿电池技术———凝聚态

电池 。 据介绍 ， 这款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达

500Wh/kg，可实现电池高比能与高安全，并可快

速实现量产。

作为宁德时代自创的新一代电池技术， 宁德

时代针对超高比能化学材料的电化学反应变化，

采用高动力仿生凝聚态电解质， 构建微米级别自

适应网状结构，调节链间相互作用力，在增强微观

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提高电池动力学性能，提升锂

离子运输效率。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宁德时代正

在进行民用电动载人飞机项目的合作开发，凝

聚态电池执行航空级的标准与测试， 满足航空

级的安全与质量要求。同时，宁德时代将推出凝

聚态电池的车规级应用版本， 可在今年内具备

量产能力。

4月16日， 宁德时代钠离子电池首发落地奇

瑞车型。 2021年7月，宁德时代发布第一代钠离子

电池，锂钠混搭电池包同步亮相。

“满足客户需求是宁德时代技术创新的核心

驱动力。 ” 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表示，宁德时

代拥有全面的电池技术路线布局， 形成了从前沿

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 再到商业化大规模推广

的快速转化能力。

“碱巴拉” 治理效果显著

记者来到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国中化” ）旗下中化环境修复（吉

林）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白城大安市龙海灌片

种植整改项目，操作着智慧农机的项目人员

正在盐碱地改良成的水稻丰产田里开启第一

次收割。

这片横跨五个村落、1000余公顷由盐

碱地改良而来的新增耕地，其中近60%的土

地在首年即实现亩产400公斤以上的收成，

更有三成土地亩产达到500公斤，改良效果

显著。

一年前，龙海灌片还是白花花的“碱巴

拉” ，土壤平均pH值为9.31，最高值10.45，远

远超出常见植物可存活的正常范围。 由于土

壤板结、碱化度高、有机质匮乏，作物在这片

土地上难以生长，气温适宜、水源充足的广袤

地块只能“撂荒” 。

中化环境是我国土壤治理、土壤修复的

排头兵，牵头推进我国盐碱地修复和综合治

理工作，并结合自身优势，从产业、技术和商

业模式入手，探索出一条盐碱地整治的长治

久安之道。

目前， 中化环境已在吉林省白城市开

展了4.1万亩盐碱地（水田）治理工作，预

计3-5年后完成改良修复，将为吉林省新增

十等水田3.3万亩， 将年增产3330万斤水

稻；开展3.6万亩盐碱地（旱田）治理工作，

预计3年后完成改良修复，将年增产4320万

斤玉米。

“我们对东北地区盐碱地成因和特征进

行深入研究， 针对盐碱地核心问题形成了修

复技术体系，并依托在土壤改良与修复、种质

开发和农田管理等方面的资源和能力， 在当

地打造出一套综合治理体系及一体化解决方

案。 ”曲风臣说。 在严格保护生态前提下，项

目以“淡化表层” 创建和“熟化耕层” 培育，

构建改良和培肥物料一体化施用技术， 缩短

耕层淡化和熟化时间。同时，中化环境选用耐

盐碱水稻品种， 对未开发的盐碱地进行种植

整改，并施用微生物菌肥等地力提升材料，提

高水稻产量。

除了土地、种子、肥料传统的“种植” 三

件套，盐碱地改良还离不开“智慧大脑” 。 曲

风臣表示，要把盐碱地变成粮仓，只改良土壤

和修复还远远不够，田间灌溉工程同样重要。

根据苏打盐碱地土壤遇水易溶、水干成块易

裂的特性，项目应用了先进的智能化水稻灌

溉系统， 在田间地头安放水渠流量监测仪。

该仪器配备pH值、压力水位、水温等多个传

感器， 每10分钟上传一次数据到服务器，可

以通过监测数据进行精准灌溉。

盐碱地里飘稻香

站在大安陇海稻田间，起伏交错的田垄

排列成行，智能化农机收割的轰鸣声响彻田

间，金灿灿的稻米像山涧的流水从农机出仓

口流进拖拉机，运往储粮仓库。

“如今， 我们已经实现农业技术的多次

升级迭代，盐碱地也能种出米质好、价格高的

水稻品种，这些优质产品给本地农户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 ”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

所副研究员马巍说。

龙海03片区龙沼项目区种植户郭宗尚

对这里的变化很有感触。“此前，住在周边的

农民只能寻找碱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小片地块

种植水稻，收成仅供全家糊口。 通过中化环

境等企业在当地陆续开展治理项目，现在的

情况已大有改观。 ” 龙海灌片盐碱地项目实

施以来，郭宗尚经常来到田间地头，亲眼见证

了挖掘机破开碱壳、改良剂撒入土壤、水源充

盈田块、秧苗旺盛生长的景象。

郭宗尚表示，按项目规划，在三年改良期

结束后，这片地块将真正从荒地转变为耕地，

再由当地政府流转承包至农民手中。 按吉林

省此前的实践经验来看， 未来如果村集体分

配给项目区内的农户每人15亩水田，农户年

平均收入可达1.2万元以上。“未来这片土地

一定会更肥沃、更宜种，助力我们获得更好的

收成。 ”

业内人士表示， 作为我国后备耕地战略

资源，盐碱地的利用价值逐渐显现，唤醒这些

“沉睡” 资源，可有效提高土地增量，实现耕

地资源扩容、提质、增效。 对盐碱地进行有计

划有规范的开发利用， 因地制宜开展土地整

治以及土地复垦，是补充耕地资源，从战略高

度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举措。

“作为我国土壤治理、 土壤修复的排头

兵，中化环境立足乡村振兴，以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为核心，协同环保、农业等多个领域，

以分类改造盐碱地为切入点， 以修复技术作

为核心能力，努力将盐碱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助力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 曲风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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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沉睡”资源

中化环境牵头推进综合治理向盐碱地要粮

金秋十月， 吉林白城大

安市裹满“丰收” 的味道。

秋风过处，金灿灿的稻田一

望无际。 这座位于世界三大

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

一的城市，从曾经的十年九

旱、盐碱地广、寸草不生的

旧貌，如今换上稻穗沉甸甸、

硕果香飘飘的新颜。

“这片吉林省最大的单

体盐碱地迎来丰收， 将有效

保障吉林地区实施 ‘千亿斤

粮食’ 工程，助力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 并成为我国盐碱地

治理与综合利用的样板工

程。” 中化环境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中化环境” ）总经理

助理曲风臣向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本报记者 刘丽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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