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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亚楠

自古代丝绸之路开通，丝绸、
瓷器、茶叶就作为我国向西方国
家贸易输出的三大产品走俏世界
市场，成为全球文明板块中独具
东方特质的文化载体。素来享有

“北方刻花青瓷之冠”美誉的耀州
窑瓷器也是其中的明星产品。坐
拥这块金字招牌的陕西省铜川
市，在探索转型发展的道路上，立
志弘扬耀瓷文化、重振耀瓷雄风，
着力将先进陶瓷产业培育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

2021年 12月 28日，铜川市
政府印发了《铜川市促进先进陶
瓷产业发展措施》，这是该市继出
台《铜川市陶瓷产业发展纲要》和
《关于加快陶瓷产业发展的意
见》，设立陶瓷产业发展专项基
金、成立先进陶瓷产业链等系列
措施后，为打造先进陶瓷产业集
群、助力传统产业寻求突围之路
的又一重磅举措。而作为铜川市
先进陶瓷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
分，耀州窑文化基地亦正以昂扬
奋进的姿态，不断探路创新，积极
构建先进陶瓷产业发展新模式。

底蕴深厚
魅力热土滋生光彩“明珠”

铜川于1958年建市，因煤而
兴、先矿后市，是陕西省继西安之
后设立的第二个省辖市。“一五”
时期，王石凹煤矿和耀县水泥厂
被列入国家156个重点项目，奠
定了铜川至西北地区能源建材基
地的重要地位。作为新中国成立
后诞生的首批工业城市之一，铜
川累计为国家建设贡献了6亿多
吨煤炭、2亿多吨水泥，是路遥小

说《平凡的世界》中令人向往的
“铜城”。

铜川市地处陕西省中部，衔
接陕北能源基地和西安大都市
圈，是关中平原城市群、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距咸阳
国际机场70公里，距西安高铁站
80公里；包（头）茂（名）高速、合
（阳）凤（翔）高速通衢南北、贯通
东西；全长2400公里、投资4200
亿元的包海高铁正在建设。

铜川是文化之城，历史上曾
诞生了药王孙思邈、书法家柳公
权、山水画家范宽、哲学家傅玄、
史学家令狐德棻等名人先贤。始
于唐、盛于宋，曾为五代、宋、金等
中央朝廷烧制贡瓷，与定窑、钧
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并
称宋代六大窑系的耀州窑也在铜
川。十里窑场黄堡耀州窑遗址与
被誉为“东方古瓷巨镇活化石”的
陈炉古镇，共同演绎了创烧1400
年炉火不息耀州窑的“前世今
生”。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
访华期间，耀瓷名品倒流壶被作
为国礼相赠。

铜川是西北革命摇篮，刘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创建的西北地区第一
个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照
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
留下了光辉一页，被评为全国百
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铜川生态宜居，吸引了朱鹮、
黑鹳、天鹅等珍稀鸟类繁衍生息，
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
卫生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首
批全国最具特色魅力旅游城市，
连续4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名单，2019、2020年连续入选
中国（区域）最具投资营商价值城

市名单。

整合资源
打造“一河两岸”三大板块

十里窑场、千年炉火，是铜川
的金字招牌和城市名片。以耀州
窑为核心的陶瓷产业也是铜川市
委、市政府最为关切的五大传统
产业之一。

近年来，为了加快陶瓷产业
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构建集观
光、研学、文旅、休闲等于一体的
陶瓷全产业链，打造陶瓷
产业集群和中国瓷文化
新高地，助推耀州窑陶瓷
产业高质量发展及构建
对外开放新格局，铜川市
委、市政府将先进陶瓷产
业纳入全市 6大产业集
群，成立了以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崔歆为
链长，副市长姜学武为副
链长的新型建材及先进
陶瓷产业链，并出台了
《铜川市陶瓷产业发展纲
要》和《关于加快陶瓷产
业发展的意见》等扶持政
策，设立了陶瓷产业发展
专项基金，实施了大师引
领“百千万”人才工程，多
途径、多形式地支持陶瓷
产业发展。目前，全市已
形成了工艺陶瓷、日用陶
瓷、建筑陶瓷、新型陶瓷
材料等门类众多的陶瓷
产业体系，有陶瓷生产企
业、陶瓷研究机构和陶瓷
作 坊 53 户 ，从 业 人 员
3000 余 人 。 2021 年 6

月，陕西省政府将陶瓷基

复合材料列为全省6大支

柱14个重点产业领域的23条重

点产业链之一。从省到市，先进

陶瓷产业发展导向更加明确。

在此过程中，耀州窑文化基

地管委会依托耀州窑“丝路瓷都、

千年名镇”的文化底蕴，抢抓国家

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计划用

五年时间在全国培育1000个特

色小镇”的机遇，对标江西景德镇

陶溪川，按照文化、旅游、产业、社

区“四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
融合发展的理念，提出了以漆水

河生态廊道为轴、以耀瓷文化创

意街区和铜川陶瓷高新技术产业

园为翼，建设“一河两岸”6平方

公里国家级陶瓷文化特色小镇

的目标。耀州窑文化基地现已

创建为首批陕西省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陕西省文化产业

“十百千”重点文化产业园，入选

2021年陕西省20个重大文化产

业项目和2021年度国家文化产

业发展项目；耀州陶瓷工业遗产

群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第四批

国家工业遗产；“一河两岸”部分
重点项目获得国家专项债共计

2.75亿元支持。
据了解，耀州

窑文化基地围绕
“一河两岸”，重点
打造三大板块。

文化板块，规
划面积 2.7 平方公
里，投资概算 38.8
亿元。耀州窑文化
基地管委会计划通
过对辖区 11 户国
有企业留下的700
亩土地、20多万平

方米的厂房进行改造、提升、复活
和功能再造，打造铜川首家集文
化创意、美术展览、研学实训、休
闲餐饮、酒店民宿于一体，混合业
态、跨界经营的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和陶瓷文化创意街区。该板块
由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
设计，由江西景德镇陶溪川陶文
旅集团进行业态设计，由景德镇
陶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陕西和
谐陶瓷产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
管委会耀瓷公司联合运营。目
前，文化板块已累计投资1.7亿
元，重点实施了大师创意园片区
和耀瓷坊片区改造工程。其中，
总投资3.18 亿元的大师创意园
内，建成了铜川首家专业美术馆，
完成了国外艺术家驻场工作室的
改造和业态植入，现正在加紧建
设遗产酒店和窑洞民宿。近年
来，创意园先后举办了纪念耀州
窑创烧1400周年系列活动、“耀
瓷华章·窑望世界”——耀州窑陶
瓷文化艺术展、耀州窑国际陶艺
邀请展、Come From全国少儿艺
术展（陕西铜川巡展）、“行走的瓷

音”西安美术学院杨志个展等活
动；承办了全国第五届陶瓷职业
技能竞赛（陕西赛区）预赛暨陕西
省首届陶瓷职业技能大赛；联袂
中央电视台摄制了三集纪录片
《千年耀瓷耀古今》，筹拍了铜川
首部本土电影《我在耀瓷小镇等
你》，出品了铜川首张音乐专辑
《丝路瓷都》。耀瓷精品“百牛尊”
“冠军尊”成为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特许商品，耀州窑青釉飞天个
人杯成为厦门大学百年校庆定制
产品，耀瓷文化影响力持续增强。

关于生态板块，耀州窑文化
基地管委会抓住铜川实施山水林
田湖项目的机遇，实施了一条河
及三个公园改造项目，通过对镇
区 5公里的漆水河进行治理改
造，建设水清、岸绿、路桥相通的
生态廊道；在镇区北端建设占地
134 亩的瓷韵绿园运动健身公
园，在镇区南端建设占地136亩
的水韵公园，在中部建设耀州窑
文化遗址公园。目前，“一河三
园”已基本建成并对外开放，园区
生态环境宜居怡人。

在产业板块方面，耀州窑文
化基地管委会启动了规划面积
3.38平方公里的铜川陶瓷高新技
术产业园建设；累计投资5亿元，
建成了15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单层面积2200—6000平方米，
层高5—15米）；修通了黄环南路
和黄环中路，报批了1400亩工业
用地；投资1.56亿元的污水处理
厂项目通过EPC模式开工建设。
目前，产业园已引进落户碳化硅
陶瓷超滤膜、95瓷干法生产线等
5个项目，正加紧对接日本纳米微
晶陶瓷、固态电解质，及西安交大
的反铁电高端多层陶瓷电容器项
目。其中，碳化硅陶瓷超滤膜生
产线建设项目，主要依托新加坡
国立大学先进膜分离技术，从事
纯水和污水净化设计建造、膜分
离技术的研发推广；95瓷干法生
产线项目业主是静电除尘器用瓷
绝缘子的专业生产厂家，是除尘
器高压绝缘子瓷件国家标准的主
要起草单位；纳米微晶陶瓷、固
态电解质项目，主要生产超硬
纳米微晶陶瓷材料、微晶陶瓷
玻璃、全固态电解质陶瓷片等，
可应用在5G通讯、传感器、动
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市场等多个
行业、领域；反铁电高端多层陶
瓷电容器项目，依托西安交通
大学电子陶瓷与器件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实施，作为解决电子
元器件部分材料的“卡脖子”技
术项目，能够填补国内高端陶
瓷 粉 体 的 空 白 ，实 现 高 端
MLCC 自主化，市场空间巨
大。这几个项目均是行业领
跑，有望延链补链、做大做强、
形成集群。

“铜九条”助力
建好陶瓷高新技术产业园

为了支持先进陶瓷产业发
展，2021年12月28日，铜川市
政府印发了《铜川市促进先进陶
瓷产业发展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具体内容如下（九条具
体措施被当地称为“铜九条”）：

加大项目支持力度。项目

落地建设且申报入统的，根据统
计数据进行核实，对完成工业投
资1亿元、2亿元、3亿元、4亿元、
5亿元以上的，分别对项目建设单
位一次性奖补20万元、40万元、
60万元、80万元、100万元。

鼓励企业申报入规。对项目
建成当年成功申报入规且贡献产
值2000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奖补10万元；对项目建成当年成
功申报入规且贡献产值5000万
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补30万
元；对项目建成当年成功申报入
规且贡献产值1亿元以上的，给
予一次性奖补80万元。

激励企业提质增效。企业销
售收入较上年增长20%以上且净
增超过800万元的，给予一次性
奖补10万元；销售收入较上年增
长30%以上且净增超过3000万
元的，给予一次性奖补20万元；
对全年实现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
亿元、2亿元、3亿元的企业，分别
给予一次性奖补20万元、30万
元、50万元。

强化保障能源供给。按照企
业当年度用电量或用气量比上年
度增长部分计算，给予0.2元/千
瓦时或0.2元/立方米奖补，单家
企业当年奖补用电或用气金额单
笔最高不超过5万元，每年合计
不超过10万元，最多奖补3年。
新投产项目且申报入规企业奖励
标准按全年用电量或用气量的
20%计算，给予0.2元/千瓦时或
0.2元/立方米奖补，单家企业当
年奖补用电或用气金额单笔最高
不超过10万元，合计不超过20
万元，之后纳入企业范围进行奖
补，最多3年。

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对投资
1000万元以上实施技术改造项
目的企业，按照第三方机构审核
实际设备(软件、工业系统)投资额
的 1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对2021年1月1日后
完工的技改项目，按技改后产生
的地方新增财力50%连续3年奖
补给企业；同一企业符合设备（软
件、工业系统）投资补助和新增财
力奖补扶持政策时，按照最优惠
政策标准执行，不重复补助。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对规上
企业在金融机构或类金融机构当
年取得200万元以上生产经营融
资，根据纳税情况，按同期银行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给予不超
过50％(当年每户总额度不超过
200万元)的财政贴息。

支持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对
企业研发经省认定为国内、省内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数控技
术产品，分别一次性奖补100万
元、40万元；对获得国家和省级
智能制造企业试点示范的，分别
一次性奖补50万元、20万元；支
持研发创新先进陶瓷产品，经认
定的省级重点新产品,每项奖补2
万元，经认定的“陕西工业精品”，
每项奖补5万元。

鼓励企业上市挂牌。对在沪
深两市主板成功上市的企业一次
性奖补2000万元，在创业板上市
的企业一次性奖补1000万元；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功
挂牌的企业一次性奖补 100 万
元；在陕西股权交易中心成功挂
牌的企业一次性奖补20万元。

培养和引进人才。对企业引
进研究生学历及以上的专业技术
人才或管理人才，适龄子女就读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坚持“免试就
近”入学原则；符合市人才办认定
的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子女，在中
招录取中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对企业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符
合培训补贴政策的由市人社部门
按照规定落实；对企业开展的其
他技术培训，由市工信和财政部
门按照每人每年不超过1000元
的标准、合计不超过培训总费用
50%的比例，给予企业培训补
贴。新建或利用现有房产改做专
家公寓楼，对陶瓷产业领军人才
及专家提供免费住宿及服务。

《措施》的印发，彰显了铜川
市大力扶持、推动先进陶瓷产业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也为耀州窑
文化基地管委会进一步做好陶瓷
产业培育、发展工作增添了内动
力。耀州窑文化基地管委会将以
此为契机，持续发力，优化行动促
实效。

未来五年，耀州窑文化基地

管委会将坚定发展先进陶瓷产业
方向不动摇，坚持“资金优先支
持、资源优先倾斜”“围绕产业链
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
业链”，努力建设好铜川陶瓷高新
技术产业园。

坚持规划引领。耀州窑文化
基地管委会编制铜川市“十四五”
先进陶瓷产业发展规划和占地
3000亩的铜川陶瓷高新技术产
业园发展规划；强化项目支撑，包
装产业项目18个、文化项目10
个、基础设施项目8个。

提升承载能力。耀州窑文
化基地管委会积极实施黄堡老
镇区涉及5个村、2个社区、1098
户的棚改项目，拓展产业发展用
地；加快产业园二期道路项目、
产业园至黄堡新镇区跨河立交
桥项目、产业园配套管网及污水
处理厂项目建设，加快电力、通
讯杆线等项目落地；建成工业标
准化厂房200万平方米，提升园
区承载能力。

强化自主培育。耀州窑文化
基地管委会支持耀州窑陶瓷、观
唐陶瓷等企业自主建立创意设计
平台、实验平台，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
育工程，通过财政奖补等措施激
励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充分
调动研发积极性。

突出精准招商。耀州窑文化
基地管委会围绕电子陶瓷、航空
航天陶瓷、生物陶瓷、环保陶瓷和
高端陶瓷粉体“梳辫子”，找准种
子企业，对接引进、以商招商、链
式招商，争取更多的首台、首套、
首个项目落户园区。

建立孵化平台和产业基地。
耀州窑文化基地管委会积极打造

“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
科技园区”的科技孵化育成体系，
依托“秦创原”总平台和总窗口，
深化与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咸阳陶
瓷研究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
合作，打造先进陶瓷中试熟化示
范基地，构建和完善产学研互动
平台和长效机制，做实“西安研
发、铜川转化”。（图片由耀州窑文

化基地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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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铜川陶瓷高新技术产业园。

◀陕西铜川耀瓷小镇大师创意园主广场。

陕西国本云创项目投产仪式在铜川陶瓷高新技术产业园举办。

陕西铜川耀州窑文化基地“一河两岸”功能分区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