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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化工“长壮” 董事长提“创造美好生活”

证券时报记者 贾小兵

这次到联合化工， 记者已不记

得是第几次。

2007

年记者首次来到公司时的

画面， 还记忆犹新。 时隔不到一年

时间， 联合化工于

2008

年

2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从上市到现在已有

3

年多的时间了。

此间， 联合化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公司负责人又是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的？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再次来到

了沂源县， 来到了联合化工。

助推公司业绩和规模扩张

在联合化工， 大家都知道董事长

王宜明是个会算账的老板。 一台崭新

的计算机， 在他手里用不到一年时

间， 上面的数字键就都被磨没了代

码。 据公司的老员工回忆， 王董事长

来公司上任的第一天是背着个大算盘

来的———那时公司没有电子计算机。

正因为有了董事长的明细账，

自

2008

年上市以来， 联合化工经营

业绩优异。

2008

年度、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中期， 公司分别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

亿元、

8007

万元、

8525

万元和

4420

万元。 联合化工的总资产也由

2008

年底的

9.3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

中期的

13.5

亿元。

联合化工自

2008

年

2

月上市以

来， 规模也不断扩张壮大。 联合化工

现有淄博新联化物流有限公司和山东

新泰联合化工有限公司两个全资子公

司， 一个控股子公司为山东联合丰元

化工有限公司， 联合化工控股

88%

。

联合化工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3

万

吨

/

年三聚氰胺技术改造及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于

2010

年

3

月建成并投产，

目前已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2008

年

5

月， 联合化工和枣庄

市台儿庄区另一企业共同出资， 在台

儿庄区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山东联合丰

元化工有限公司， 现在拥有年产

4

万

吨合成氨和年产

10

万吨硝酸的产能。

2008

年

7

月， 联合化工通过竞

拍取得了原新泰市化工总厂、 新泰

市宏达化工有限公司破产资产及国

有土地一宗， 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在新泰市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山东新

泰联合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得

到进一步扩张。

2010

年

2

月

2

日， 联合化工通

过竞拍取得了原泰安市楼德化肥厂、

泰安双丰化肥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及

土地使用权， 并注入全资子公司山

东新泰联合化工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山东新泰联合化工有限公司完

成对该部分资产的技改， 现在拥有

年产

7

万吨合成氨和年产

10

万吨尿

素、

3

万吨三聚氰胺的产能， 其今年

年初投资建设的年产

5

万吨苯酐项

目预计

2012

年第二季度建成投产。

王宜明告诉记者， 如果没有上

市融到的

3

亿多元， 联合化工不会

有今天的规模。 是上市这一步帮助

了联合化工， 现在看来， 走上市这

条路是最明智的选择。 “当然， 作

为公众公司， 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大

家的关注， 企业也要承担起更多的

社会责任。” 王宜明说。

肩负起更多社会责任

在记者的记忆中， 首次来到联

合化工时， 看到的并不是公司的生

产设备和厂房， 而是公司老办公楼面

前那一湾清澈的湖水。 一直以来， 记

者认为化工公司周围环境应该是破坏殆

尽， 但是联合化工却让记者改变了看法。

与公司相关领导交流后得知， 为

了不污染老厂区边上的田庄水库， 联

合化工自己掏钱修建了十几公里的排

水管道， 公司的废水在达到排放标准

后， 再次进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进行

处理。 所以今天， 我们才能看到清澈

见底的田庄水库， 沂源县的饮用水源

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 联合化工的

员工告诉记者， 公司董事长王宜明提

出了 “创造美好生活” 的口号， 就是

不但要让公司的员工过上好的生活，

还要回报股东， 要让买了公司股票的

股东都有回报。

至今， 联合化工及各子公司规模

不断扩张壮大， 向社会提供了

1100

多

个就业机会。 同时， 联合化工也关注员

工的生活改善， 从上市前夕的

2007

年

到现在， 在岗职工应发工资平均以每年

17%

的增幅得到改善。 另外， 联合化工

也注重向广大投资者的回报， 公司通过

对

2007

、

2008

、

2009

、

2010

四个会计

年度实施利润分配， 共派现

5190

万元，

送转股增加股份

9910

万股。

一个革命老区

副县长眼里的股市扩容

证券时报记者 范彪

“新股发行不能停！” 这一句话， 在

记者采访李明涛的过程中， 他至少重复

了

3

遍。

李明涛不是股评家， 不是证券公司

研究所的策略研究员， 也不是高校里的

金融专家。 李明涛是山东省淄博市沂源

县的常务副县长， 国字脸、 语速慢、 声

音低沉， 带地方口音。

他所在的沂源县地处鲁中腹地， 是

革命老区， 也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 省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身为这样一个地

方的副县长， 他时不时谈起

QE2

、

QE3

这样的专业词汇， 对于二级市场

的热点话题， 他也并不陌生。

“你看今天瑞丰高材的股价涨到

37

块了， 而大盘跌幅近

2%

。” 身为沂

源的副县长， 李明涛很关心股市， 虽然

不是每天都会看县里几家公司的股票，

但会经常关注。

不久前， 主抓企业上市工作的李明

涛从北京中国证监会载誉归来———瑞丰

高分子成功过会， 这对沂源县是个好消

息。 虽然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 这可能

只是不受欢迎的市场扩容大军中的又一

份子。

不管怎样， 对于扩容， 身为地方官

员的李明涛有自己的看法。

“新股发行不能停！” 李明涛说，

这个时候停止新股发行， 可能不但救不

了股市， 还会伤害实体经济， “当前股

市的下跌， 我个人认为是经济基本面决

定的。” 不是股评家， 不是分析师， 作

为地方官员的李明涛说出这句话， 格外

引人深思。

“从拉动经济的几驾马车来看， 在

欧美经济衰退的背景下， 出口不行了，

房地产调控导致投资拉动也不行了， 消

费似乎也不太好。” 李明涛这样总结股

市当前面临的问题： “这种背景下， 大

家看不到经济的出路， 股市是很难有信

心的。”

一方面， 有人提出要限制新股发行，

避免从二级市场抽血， 另一方面， 实体经

济中， 随着信贷政策的收紧， 不少中小企

业资金链越来越紧张， 融资需求强烈。

李明涛曾在

2008

年时呼吁不要收紧

信贷， 而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又提出，

不能放缓新股发行。 他说， 越是在这个时

候， 越是要看到股市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拉

动作用。 现在国内到处资金紧张， 中小企

业资金紧张尤甚。

或许有人会说， 新股发行， 只是解决

了能上市公司的资金问题， 但从沂源县的

经验来看， 问题似乎并非这么简单。

李明涛从这些年从事企业上市工作

的经验当中发现， 不能光看到企业上市

融资那一点钱， 实际上， 企业在股市融

资的时候， 会从一级市场吸引很多

PE

，

这些资金对中小企业的帮助非常大。 一

旦股市融资停了， 风险投资、

PE

这块也

就停了。

此外， 上市募集的资金， 还能够通

过投资的形式， 再次注入到其他中小企

业———记者在沂源采访时也发现， 当地

几家主要的上市公司资金充沛， 往往会

在银行存入数亿元的现金， 这样一来，

又为其他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贷

款资金。

沂源上市效应发酵 四大途径回馈当地

当地上市公司在促进环保、拉动就业和消费、创造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功不可没

证券时报记者 范彪

联合化工的工厂离当地的田庄水库

很近， 记者刚到沂源县城的时候， 就听

到了这样的担忧： “化工厂离水库这么

近， 不会带来污染吗？”

对此， 联合化工的员工老李一笑置

之

,

“我们的工厂虽然就在水库边， 但你

去看看， 还有人在工厂旁边的河里钓

鱼”。 原来， 联合化工的几种化工产品本

身就能互补， 一些产品的废物能被其他

产品作为原材料， 有效减少了废物排出。

而且， 工厂即使有废物， 也是先排到污

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像联合化工一样， 沂源当地的上市

公司都很重视环境保护。 与此同时， 有

了上市公司的大力支持， 当地政府在保

护环境方面也毫不手软， 曾先后关闭了

一家造纸厂、 一家水泥厂。 现在， 沂源

的螳螂河呈现出一派水秀风光， 虽说谈

不上见底， 但确实是清澈的。 而沂源全

县的森林覆盖率也达到

53.6%

， 高出山东

全省平均水平一倍多， 全县主要环境质

量指标达标率均为

100%

， 是山东省唯一

同时拥有 “全国绿化模范县”、 “国家园

林县城” 和 “山东省适宜人居环境奖”

3

项荣誉的县份。

在积极保护环境的同时， 沂源上市

公司对解决当地就业问题的贡献也很明

显。 “我们现在感觉工人有点不够。” 沂

源当地上市公司人士对记者说。

据记者简单统计， 职工人数最多的

山东药玻有近

6000

人， 鲁阳股份

2000

多人， 联合化工

2000

多人， 瑞阳制药

3000

多人， 瑞丰高材也有

500

多人。 如

果加上正在借壳的华联矿业， 仅几家上

市公司就解决了近

1.5

万人的就业。 沂源

县城人口仅十几万人， 如果排除老人和

小孩， 可以发现， 几家上市公司解决了

县城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据了解， 在上市公司上班的工人待

遇也不差。 山东药玻董秘告诉记者， 该

公司连续几年的工资保持了

20%

的增长。

鲁阳股份的总裁高俊昌也介绍， 公司给

员工的工资连续几年保持了

18%

的增长。

“现在员工拿到手里的钱多了， 加上工作

比较稳定， 很容易就能供房子买车。” 高

俊昌说， 现在沂源的房价也要四五千一

平方米了。 据了解， 仅

2009

年， 全县新

增轿车型私家车

6000

余辆。

2010

年， 全

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8.97

亿元， 是

2002

年的

6.7

倍。

记者在鲁阳股份采访时， 发现鲁阳

股份办公区域有几幢独栋别墅， 格外显

眼。 高俊昌告诉记者， 那是为吸引外地人

才而修建的， 主要是一些行业专家。

在沂源这个曾经的山区贫困县， 现在

已有院士工作站

2

家， 包括鲁阳股份、 山

东药玻、 瑞阳制药、 华联矿业在内的企

业， 已经拥有了

4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以前， 本科生都不肯回沂源， 现

在， 随着几家上市公司对地方经济的带

动， 很多大学生觉得我们沂源不错了， 一

些硕士都愿意回沂源了。” 沂源县金融办

主任赵卫东对记者说， 上市公司在吸引人

才这一点上功不可没。

而对投资者而言， 最直接的回报莫过

于稳定的业绩和投资回报。 山东药玻自

1993

年设立以来， 保持了连续

18

年的业

绩增长。

沂源县副县长李明涛说， 沂源人稳

健、 诚信， 做企业时也是如此， 经营上可

能没有大起大落， 但比较稳健。 “我们沂

源的企业， 没有一家被

ST

的， 都是业绩

稳定增长。”

随着上市公司业绩的稳定增长， 拥有

上市公司股权的当地群众财产性收入也大

幅增加。 上述几家公司， 当时

1

元面值的

原始股， 加上配股和分红， 现在价值扩大

了很多倍。 不仅如此，

5

家企业上市还给

企业决策层、 企业职工和社会持股者带来

50

多亿元的市值。

沂源印象：与资本市场

亲密接触的红色高地

证券时报记者 范彪

接到报社的采访任务时， 记者对

沂源县还非常陌生， 只知道它位于山

东革命老区———沂蒙山区， 曾是个国

家级的贫困县。

既然是贫困县， 而且是国家级的，

在记者的想象中， 那里大概是个交通不

便的穷乡僻壤、 破破烂烂的， 可能远不

如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村镇。

在去沂源的路上， 本报驻地同事

告诉我们， 以前从济南到沂源县， 要

在盘山公路上绕上大半天。 这两年开

通了高速公路， 交通便捷多了。 可不

是， 我们在隧道密集的高速公路上行

驶不到

2

个小时， 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传说中的那个国家级贫困县

沂源吗？

蔚蓝的天空下， 群山环绕的盆地

上， 一条条宽阔整洁的大道两旁， 绿

化树连成了不间断的绿荫。 错落有

致、 绝大部分看上去还比较新的楼

宇， 就散落在这一片片绿荫之中。 沂

河之源螳螂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 河

两岸是由浓荫遮蔽、 垂柳依依的休闲

带。 清澈的河水喧闹着， 顺着几道拦

河坝流淌下来， 在看不到的远方汇入

了沂河。

沂源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 即使

照原样把这个环境优美整洁的县城搬

到国内任何一个大城市， 作为那个大

城市的一部分都毫不逊色。

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 颠覆了记

者原来头脑中想象的， 不再仅仅是这

里优美的自然环境， 更是在这里生活

的人们。

清晨在螳螂河两岸晨练的人们， 入

夜后在宽敞的县城文化广场上跳舞、 打

球、 滑旱冰的人们， 都仿佛在用无声的

形体语言告诉记者， 在这里生活， 与在

国内任何一个大城市生活并无什么明显

的区别， 甚至更安逸一些。

受访的县政府领导、 主管部门官

员以及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也同

样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淳

朴、 稳健， 用夹杂着浓烈的地方口音

的普通话， 从华尔街金融危机到目前

还在持续恶化的欧债危机、 从国内的

4

万亿元投资对当前国内经济的影响，

到县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思路和举措，

从资本市场目前的走势到大家都非常

关注的新股发行制度， 他们都侃侃而

谈， 几乎无一不涉及。 很难想象， 他

们是在数年前还相对贫困封闭的山区

里长大的一群人。 他们的开阔视野以

及对国内外经济的关注和理解程度都

让记者感到意外。

这个山区县之所以能呈现出一派

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很大程度上归

功于当地的

5

家上市公司。

一个山区县有

5

家上市公司， 这

是什么概念？

记者的老家是四川省一个拥有

80

万人口的县城， 如今也没有一家上市

公司， 即使是市里， 也只是曾经有过

1

家上市公司， 后来还被

ST

卖壳了。

再说说大家熟悉的位于珠三角的

东莞市， 这个国民生产总值 （

GDP

）

以千亿计的地方， 直到今年

7

月份，

也才只有

11

家上市公司。

在记者服务的报社所在地深圳，

2010

年

GDP

达

9500

亿元， 上市公司

家数

168

家； 相当于平均每

56

亿元

GDP

有

1

家上市公司； 而沂源县

2010

年

GDP

是

163

亿， 也就是说平均每

27

亿元

GDP

有

1

家上市公司。 深圳地处

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沂源却地处贫

困的山区。 这种对比是很发人深思的。

在沂源采访， 很多人都有意无意

地对记者强调， 沂源是山东省海拔最

高的县城。 记者离开沂源前， 在沂源

县文化馆中认真查看了一下山东省地

图。 在这张地图的中部， 有一片红色

的高地， 沂源县就坐落在这块红色高

地的群山之中。 站在这张挂在墙上的

地形图前， 一个念头不禁在记者脑海

中油然而生： 沂源岂止仅仅是地理意

义上的山东省海拔最高的县城， 它难

道不是也同样占据了中国资本市场的

一块高地吗？

在这张地图的中部

，

有一片红色的高地

，

沂源县就坐落

在这块红色高地的群山之中

。

站在这张挂在墙上的地形图

前

，

一个念头不禁在记者脑海中油然而生

：

沂源岂止仅仅是

地理意义上的山东省海拔最高的县城

，

它难道不是也同样占

据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块高地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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