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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环保和成本双重压力，一个每天生产 120 万件牛仔裤等服装的地方该何去何从？

中央环保督察“世界裤都”之后

本报记者刘伟、唐荣桂

随着环保问责的力度越
来越大，那些依靠破坏生态、污
染环境、盲目消耗资源换取一
时发展的地方和企业，如今生
存空间越来越小了。摆在这些
地方和企业面前的只有两条
路：一条是关门停产的死路，一
条是转型升级的活路。一死了
之的解决方式相对简单，而转
型升级则需要百炼成钢的千磨
万击，比拼的是责任、毅力、智
慧和机遇。被称为“世界裤都”

的福绵选择了后者，将环保
投入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
生产要素配置，推动企业浴
火重生、凤凰涅槃，探索出一
条绿色发展之路，在工业领
域生动地践行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福绵探索是以解决民生
问题为导向的倒逼之路。长
期以来，当地群众对环境污
染深恶痛绝。解决环境问题
就是解决民生问题。但同时
服装产业带动了福绵 10 万
人就业，从业人口占全区总
人口的 1/4 。如果对污染企
业简单地一关了之，虽然环
保问题能够快速解决，却势
必造成大量群众丢掉“饭碗”，
同样也会严重影响民生，甚
至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地
方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找既能
解决环保难题，又不影响民
生的双赢之路。进入新时代，
转型升级的绿色发展之路成
为地方发展选择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选项。

福绵探索是改革创新的解放思想之路。福绵
所在的桂东南是我国农村改革先行先试地区之
一，“无中生有”“由小到大”的福绵服装产业就是
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产物。前进中的问题必须靠
改革和发展才能解决。按照传统解决污染问题的
老办法，要么关停，要么上治污设备、改进工艺流
程。而一些中小企业上不起投入较高的治污设备，
也承担不起日常运行维护成本。有的企业即使增
加了治污设备，但为降低生产成本，仍经常偷排，
政府环保执法成本很大、效果不理想。福绵服装企
业高峰期有 1600 多家，水洗厂有 24 家，每天生产
服装 120 万件。这些企业很多是家庭作坊式的小
企业，单个企业很难承担起治污成本。

路在何方？当地地方政府围绕绿色发展理念，
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开了头脑
风暴，决定将环保作为生产要素，建设节能环保产
业园区，引进一流环保企业集中治污，低价优质为
污染企业提供环保服务。此举既解决了单个企业
无力承担环保责任难题，又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环
保执法成本。依靠这一治污模式，被监管对象由过
去分散四处的众多水洗厂等企业调整为一家环保
企业，政府监管效率显著提升。

福绵探索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抢抓机遇之
举。由于土地、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东部地区大量
的服装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福绵在这场
承接产业转移竞赛中之所以胜出，主要得益于其
强大的集中治污能力，为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同
时治污企业还能够集中为园区内的企业提供水电
气等生产资料，各类企业运行成本也大大降低。

环保作为生产要素，成为倒逼产业升级的发
动机、引领产业聚集的领头雁。过去长期处于产
业链最低端的福绵，如今已有一大批印染、纺织、
服装设计、机械、电镀、电商等各类服装关联企业
落户于此。福绵服装业正朝着全产业链、集群式
发展的大格局快速迈进。

让
环
保
成
为
倒
逼
转
型
的
动
力

本报记者刘伟、唐荣桂

“一到晚上水洗厂开工，大烟囱就呼呼
往外冒黑烟，根本不敢开窗睡觉，早上起床
发现鼻孔都是黑的。”昔日粗放落后的服装
水洗产业给当地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令福
绵镇船埠村村民冯甲富至今仍记忆犹新。

冯甲富所在的广西玉林市福绵区有“世
界裤都”之称，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
以牛仔裤加工为主的服装产业由无到有，高
峰期有 1600 多家服装企业，每天生产牛仔
裤等服装 120 万件，从业人员约 10 万人，

占全区人口的 1/4 。

随着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尤其
是环保要求越来越严，福绵服装产业发展遭
遇严重瓶颈，面临被淘汰出局的严峻形势。

“世界裤都”该何去何从？

粗放的服装水洗产业

染黑了清澈的母亲河

“我们知道水洗厂污染环

境，我们也是污染的受害者，但

村上游有十来家水洗厂，我们不

搞别人一样搞”

一朵棉花要变成服装，需要经过纺纱、
印染、织布、制衣、水洗等多道工序。缝纫
成型的牛仔裤、休闲裤要用水泡洗后，才能
出厂，而传统的水洗过程会造成严重的大气
和水污染。

“早该关了 ，关了我至少能多活 2 0

年！”在福绵镇船埠村，冯甲富领着记者来
到他家，虽然水洗厂已被关停，但屋内还留
存着水洗厂污染的痕迹，地面上还有不少从
水洗厂飘进来的一团团黑色毛屑。

福绵区副区长李世亮说，水洗厂没有关
停前，别说是村里，政府办公室的桌面每天
也都会蒙上一层灰。

与此同时，水洗厂偷排的污水严重污染
了当地的母亲河南流江。船埠村前任党支部
书记唐宁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左右，南流
江的水清澈见底，村民们在江边浅水处用石
头围个圈，把江水简单过滤后，就可以直接
挑回家饮用。

随着服装产业快速扩张，从 2001 年开
始，南流江边的船埠村陆续开设了 3 家水洗
厂，最近的一家离冯甲富家只有百十来米。

福绵区环保局局长黎贤介绍，服装水洗
是一个高耗水行业，每洗几十条裤子，就需
要一吨水。南流江及其支流沿岸分布着 24
家水洗厂，每天产生 7 至 10 万吨污水。

这些建于 2006 年前的水洗厂，大多由
家庭作坊扩建而成，当时由于环保要求不
高，企业治污投入不足，各家自建治污设
施，只是采用简单的物化沉淀办法处理污
水。

水洗污染让黎贤头痛不已。他说， 24
家水洗厂就有 24 个排污口，水洗厂通常晚
上开工，为降低成本，还时不时偷偷将污
水直接排到江中，防不胜防。“针对偷排
行为，拘留、限产、停产，这些手段都用
了，但治标不治本，监管效果不理想。”

遍地开花的水洗厂造成了南流江的“公
地悲剧”。“我们知道水洗厂污染环境，也
都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但我们村上游有十
来家水洗厂，即使我们不搞别人一样搞，我
们同样要受污染之害。”唐宁坦言。

经年累月的污水排放严重污染了南流
江，曾经清澈的江水变得像墨汁一样，母亲
河变成了“黑水河”，船埠村村民也跟着遭
了罪。“下河游泳后浑身发痒。”唐宁说。

“单小散弱”产业

背后是 10 万群众生计

“长期以来我们处在产业链

最低端，上游的设计、纺织、原

辅料以及下游品牌渠道，我们都

没有”

玉林市地处广西东南部，毗邻广东，上
世纪 80 年代当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至今
仍是广西民营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

李世亮介绍，福绵服装业正是起步于改
革开放初期，当时一些村民为解决生计问
题，从集镇上购进布料，拿回家缝纫成服
装，再摆地摊出售。看到有赚头，更多村民
纷纷加入进来，服装小作坊如同雨后春笋般
出现。进入 21 世纪，福绵已成为广西乃至
西南地区最大的休闲服装生产基地， 2012

年福绵区被有关组织命名为“中国休闲服装
名城”。

如今行走在福绵各乡镇农村，时不时会
看到服装厂的招牌和招工启事。服装产业已
经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
将近 10 万人的就业生存问题与之相系，这
对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来说都是天大的事。

产业规模快速扩充的同时，却难掩服装
质量的低下。“长期以来我们处在产业链最
低端，上游的设计、纺织、原辅料以及下游
品牌渠道，我们都没有。”福绵区委书记赵
志刚对现状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

“有的村几乎家家做裤子，一栋楼里，
楼上住人，楼下摆几台机器，就开工生产
了。”赵志刚说，产品大多是“地摊货”，
批发价只有 3 0 多元一条，利润只有几块
钱。

在赵志刚看来，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
生产要素，还有对环境的牺牲，造就了福绵
服装产业昔日的繁荣。随着劳动力、土地价
格上涨，与其他服装加工基地相比，福绵的
优势逐渐丧失殆尽，产业已处于被淘汰边
缘，继续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广西，
涉及福绵水洗企业污染问题的集中投诉多、
群众意见大，整治水洗行业被列入中央环保
督察整改清单。

逐渐消失的比较优势，频踩“红线”的
污染问题……“世界裤都”福绵面临生死存
亡的抉择。

创新治污彻底治污

改善了环境救活了产业

“工业用水更干净，蒸汽温

度更高，裤子质量明显提升，原

来只能洗低端货，现在可以洗高

端货”

两条路摆在面前——— 要么关停涉污企
业，要么彻底治污。李世亮说，单个企业自
建治污设施没有规模效应，建设、运行成本
很高，紧迫的形势倒逼当地想方设法突围。

“传统的治污模式是‘见污治污’，非
常被动。”赵志刚说，他们经过头脑风暴，
认为出路在于如何践行好“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转变单纯认为环保投入大
经济效益少的观念，引进一流治污企业，低
价优质地为污染企业提供环保服务，推动服
装水洗行业“退城进园”，建设节能环保产
业园区，集中管理、集中治污。

赵志刚他们跑到广州，用真心实意打动
了一家环保企业——— 中滔环保集团，对方同
意落地福绵投资建设节能环保产业园。“园
区不但对污水进行集中处置，还向入园企业
提供优质的水、气、电等生产要素。”

目前， 24 家水洗厂有 15 家搬迁到了
产业园，不入园的一律关停。产业园建设让
黎贤长舒了一口气，各水洗厂排入污水厂的
数量都有记录，被监管的主体由过去 24 家
水洗厂调整为一家环保企业，以前要监管
24 个排污口，现在只用监管一个口。

这个环保产业园总规划用地面积 5400
多亩，总投资 82 亿元，是广西首个专业节
能环保产业园，是华南地区首个水电气热统
一供给的综合类环保产业园。产业园负责人
赵克银说，目前一期环保污水处理设施、生
产供水部分、生活污水部分、热电联产已建
成并正常运行， 21 家入园企业已有 18 家
建成投产，包括各水洗厂在内的服装生产企
业产生的污水统一进入污水厂，处理标准达
到生活污水一级 A ，实现“一个进水口，

一个达标排水口，固废循环利用无废排”。
在产业园，水洗厂集中分布在污水处理

厂附近，污水经过层层处理，由黑色逐渐变
清，处理后的污水一部分回收利用，一部分
进入人工湿地处理系统，用于种植园艺植
物。“这打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循环怪圈，
有效解决了传统服装产业面临的环境污染瓶
颈问题。”赵志刚说。

记者近日来到福绵区，昔日南流江沿岸
水洗厂林立喧嚣的场景不再，江水也告别了
黑色，逐渐变清。

在福绵镇青岭村，路边几家水洗厂人去
楼空，大门紧闭，高耸的烟囱没了动静。在
一处水洗厂的旧址上，扶贫搬迁安置房拔地
而起，建筑工人正在紧张施工。

“公司之前租用水洗厂的车间，直接把
含泥浆的江水抽上来用，这种水洗的裤子品
质很受影响。”广西宝俊服饰有限公司董事
晏远富告诉记者，现在公司在产业园内自建
了水洗厂，园内集中供应水电气，“工业用
水更干净，蒸汽温度更高，裤子质量明显提
升，生产效率也大幅提高，原来只能洗低端
货，现在可以洗高端货，每条裤子的利润空
间增加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副厅长曹伯翔表
示，分散在各村的水洗厂集中入园后，既解
决了“三废”问题，又节约了资源，同时政
府监控环保的行政成本也大大降低。

全产业链升级式转移

阵痛后行业迎来新生

“今后福绵纺织、印染、设

计等各环节的企业都会有。今年

产业园预计产值将达 300 亿元”

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严厉的环保治污
措施之下，“世界裤都”的服装产业经历了
一段阵痛，反而发展壮大了。曹伯翔说，环
保要素的优质供给推动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吸引了东部地区产业向园区全产业链升
级式转移，拉动上下游产业快速集聚。

“脱胎换骨的变化坚定了我们对‘生态
立区’的发展定位。”福绵区区长黄雕说，
广东等东部地区有数千亿元的服装产业亟待
转移，中西部很多地方都在争抢这块“蛋
糕”，福绵的治污模式成为这一轮招商引资
竞争中抢占先机的利器。

为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当地派出专人
到广东等地招商引资，耐心地给企业算经济

账：环保产业园水电气热成本只有广东的
70% 左右，最重要的是，污水处理成本降
至 80% 左右，解除了企业对于环保的后顾
之忧。

福绵环保成本优势吸引东部地区大量纺
织、印染、服装加工企业入园，服装设计、
品牌渠道和商贸企业也纷纷跟进，逐渐形成
服装、机械制造、配件生产与表面处理、环
保建材四大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我们侧重选择服装产业链所欠缺的优
质企业，并总结他们在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推动产业升级式转移，形成服
装产业发展集群。”赵志刚介绍，“也就是
说，今后福绵除了不种棉花，纺织、印染、
设计等各个环节的企业都会有。今年产业园
预计产值将达 300 亿元，容纳就业 32000
多人。”

广州穗鑫实业有限公司刚从广东把印染
厂搬到了环保产业园，工人们正在调试设
备。“之所以搬到福绵，看重的是环保产业
园先进的治污能力，接下来很多年不会再因
为环保问题头疼。”公司董事长张思强说。

在月之悦服饰有限公司电商部，工作人
员正熟练地操作电脑，在京东、天猫等平台
上接单。公司董事长唐悦告诉记者，公司最
开始只做利润很低的代工产品，近年来开始
打造自己的品牌，并且获得了“广西著名商
标”称号，现在公司销售总额中自主品牌产
品占 2/3 ，代工产品降到了 1/3 。利润空
间也大为提升。“以前产品到达消费者手
中，需要经过四五道批发，生产商的利润被
压缩得很低。”

唐悦说， 2012 年公司成立电商部，通
过各大电商平台销售裤子，产品远销美国、
智利、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
区。依靠电商零售，每条裤子利润达 60 至
80 元，而传统的批发渠道只有 3 至 8 元。

当地部分企业还开展服装个性化智能定
制业务，开办自有品牌连锁店。晏远富是一
个 80 后， 2013 年进入服装行业，之前主
要制作拉链等服装辅料。“中低端产品太
多，竞争激烈，生存都成问题。” 2 0 1 6
年，他和其他 6 位同龄人感到粗放发展的道
路已经走不下去了，于是决定二次创业，专
注中高端产品，主打商务休闲裤、牛仔裤。

“去年公司销售了 90 万条裤子，批发
均价每条约 70 元，而低端产品每条价格只
有约 30 元。”晏远富说，去年 6 月，他们
开始打造自己品牌的线下旗舰店，走定制化
路线，平均每条裤子售价超过 200 元。

曹伯翔表示，福绵治污的做法为小散
乱、污染严重的企业升级换代找到了一条
路子，为生态工业、污染治理与产业发展
互促并进探索出了借鉴方案，让农民增收
的饭碗端得更稳，让企业的发展更加持续
健康，让政府的税源更加稳定，实现了多
赢效果。

玉林市委书记黄海昆认为，福绵区首创
环境要素的供给侧改革模式，不但破解了传
统产业环境要素制约，让一个濒临淘汰的产
业起死回生、做大做强，还通过环保筑巢，
吸引上下游产业快速集聚，牵引产业转型升
级，是生态工业新模式的一个有益探索，也
是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有益实践。

广西玉林市福绵区有“世界裤

都”之称，当地服装企业每天生产牛

仔裤等服装 120 万件

缝纫成型的牛仔裤要用水泡洗

后才能出厂，而传统的水洗过程会造

成严重的大气和水污染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进

驻广西 ，涉及福绵水洗企业污染
问 题 的 集 中 投 诉 多 、群 众 意 见
大 ，整治水洗行业被列入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清单

一边是迫在眉睫的环境污染问

题，一边是当地群众的生计和就业，

面临生死抉择的“裤都”该怎么办？

大图：在福绵区福绵镇船埠村村委
会办公楼楼顶，仍能看到当年从水洗厂
飘过来的黑棉絮。

左下：工人在福绵区福绵镇一家裤
子加工企业缝制裤子。

右下：无人机航拍镜头下的福绵区
的玉林(福绵)节能环保产业园。

摄影：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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