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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经济

县域经济

四川盐边的县域经济突困之路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彭涵

盐边县是四川省级扶贫开发重

点县、二滩电站库区主淹没县，也是

四川首批确定的 27 个扩权试点县里

唯一享受少数民族县待遇的县，国土

面积占攀枝花市的 44％，辖区矿产资

源富集。 已探明有 40 多个矿种，90 多

个矿点。

“经专家总体评价， 盐边钒钛磁

铁矿、镍、钛、钒等 5 项均是储量大和

品位高的矿产， 潜在价值 4995 亿

元。 ”盐边县长邓斌说道。

据邓斌介绍，盐边红坭片区的煤

炭资源地质储量为 1.94 亿吨，现已具

备年产 120 万吨的生产能力； 红格地

区的钒钛磁铁矿， 地质储量为 36 亿

吨，占整个攀西地区的 36%，占攀枝

花市的 43.76%，为攀西地区四大能源

钒钛磁铁矿之一，主要分布在新九和

红格两地。

丰富的矿产资源，意味着盐边在

工业上拥有强大的“后发优势”———

这同时促成了盐边一次重要的产业

转型的开始。

“盐边县在二滩电站移民搬迁之

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山区县。 ”盐

边县经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自

1997 年县城南迁后，县委、县政府及

时调整工作思路， 转移工作重心，大

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 ”

据介绍， 盐边的发展思路主线为

“引进大企业、实施大项目、推动大发

展”。 可以清晰看出， 其战略核心为

“大企业”———无论是矿山开发还是

建设工业园区，根本上是为大企业服

务。 解决企业原材料的后顾之忧，为

其提供优质的发展平台，再由整个产

业的发展带动盐边区域经济的发展，

这似乎也是历来工业城市崛起的必

经之路。

这样的战略是卓有成效的：2003

年，成功引进四川龙蟒公司，至今该

公司累计完成投资 20 亿元；2009 年，

成功引进了昆钢集团，累计完成投资

5.8 亿元。 以中水电光伏项目为代表

的新型能源项目落地盐边，更是盐边

县创新产业的驱动模式走转型发展

路径的有效探索。 目前，盐边已经形

成以昆钢、龙蟒、一立、水钢红发、天

伦化工等企业为龙头的大企业集群，

而骨干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企

业及产业发展。2007 年、2008 年，盐边

全县工业总产值增速均达到了 30%

以上。

然而挑战也接踵而至： 国际金融

危机，“5·12”、“8·30”地震及全国钢铁

产能过剩等影响， 对盐边工业经济发

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企业生产成本

上升，产品价格下降、销售不畅，资金

回笼困难，大部分企业出现亏损情况，

大量企业采取停产、 半停产方式减少

亏损。 在 2009 年，盐边工业产值首次

出现负增长，较 2008 年下降 11.8%。

至 2010 年，盐边工业产值触底反

弹、 突破百亿大关； 此后的 2010 年、

2011 年， 工业产值增速也重新回到

30%以上水平。 然而到 2012 年，盐边

工业经济再次受到宏观经济总体下

滑、钢铁产能过剩及“8·29”安全事故

影响，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59 亿元。

“2013 年工业总产值完成 168 亿

元，同比增长 5.27%；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 值 完 成 146.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6%。 ”邓斌说道，在不利的大环境下

这已经是难得的胜利。 无论怎样，盐

边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由 2008 年的

9.2：74.5：16.3 变 为 2013 年 的 7.5：

79.2：13.3，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

占比提高了 4.7 个百分点。 盐边目前

已经完成了从农业大县到工业强县

的转型。

目前， 盐边已初步形成年采原矿

2000 万吨、 年产铁精矿 800 万吨、钛

精矿 175 万吨、球团 540 万吨、钛白粉

4 万吨、 钛锭 2000 吨的生产能力，钒

钛磁铁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已成

为盐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2013 年，生产铁精矿 605.0 万吨、

钛精矿 112.1 万吨、 球团 292.6 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 24.1% 、31.4% 、8.3% 。

全年招商引资累计到位资金 77.76 亿

元，同比增长 29.82%。

借由工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盐边

未来的思路也有 了 一 定 的 调 整 。

“2014 年， 我们要按照‘发展中小企

业、夯实经济基础、坚持招大引强、促

进跨越发展’的原则。 ”杨林说道，整

合一切区域内的经济力量共同前进，

成为以后的主题。“这都是为了探索

资源型工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企

业集群化、集约化发展。 ”

由于自然、历史、环境等原因，盐

边县仍然存在经济总量小，南北发展

不平衡等问题。 2013 年，盐边按照全

域规划的理念，编制了《盐边县南部

发展战略总体规划》、《盐边县北部地

区跨越发展规划（2013—2020）》等中

长期规划———对于盐边来说，讲求差

异化发展的“南北发展战略”是一条

必由之路，而其包含的内容也极其丰

富： 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现

代特色农业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

生态旅游的发展。

“盐边南部以钒钛矿产资源综合

开发利用为重点，以壮大县域经济实

力为目标，加快形成县域特色工业格

局。 ”杨林说道，南部即是“工业强县”

的主战场。

据了解，南部发展战略的核心在

于，以融入攀枝花城市为主线，坚持

以产业发展为主导，以“两化”互动为

抓手，以红格、桐子林城镇建设为平

台，引导钒钛资源科学开发与高效利

用，大力推进以阳光、休闲、康养旅游

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我们将以安宁（新九）工业集中

发展区为引擎，以红格旅游度假区建

设为重点，完成南部主要快速交通道

路的建设，基本搭建‘两化’互动发展

的框架和平台。 ”邓斌表示，“使南部

在区域发展中迅速崛起，城镇化率提

高到 76%，基本形成‘两化’互动发展

格局。 ”

而盐边北部，则是另外一种发展

思路。

据了解，盐边县北部地区共有 11

个乡（镇），水系发达，水能蕴藏量巨

大， 现有水电站装机总容量 10 万千

瓦。 已探明煤矿储量 6000 万吨，铜镍

等有色金属矿储量 4.3 万吨，同时还

有丰富的铝、铁、锰等矿产资源。

按照盐边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快

推动盐边县北部地区跨越发展的部

署，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

《四川省安宁河谷地区跨越式发展规

划（2010—2020 年）》、《盐边县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2010—2015 年）》，《盐边县北部地区

跨越发展规划》最终出炉。 该规划范

围包括渔门镇、永兴镇、国胜乡、惠民

乡、温泉乡、箐河乡、格萨拉乡、共和

乡、红宝乡、

鱤

鱼乡、红果乡。 规划期

为 2013—2020 年。

“盐边北部以生态建设和特色产

业为重点，以产村相融为抓手，培育

特色产业， 整合农业各类投入资金，

按照‘一水二路三产业四增收五新村

六旅游’的要求，完善基础设施，加大

对农业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 ”邓斌

表示，“这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

康， 推进北部边远民族地区跨越发

展。 ”

攀枝花市第一个家庭农场的诞

生，是盐边北部发展战略效应显现的

典型案例。 2013 年 8 月 5 日， 盐边

县惠民乡三源村洼子田组 47 岁的村

民邱明强成了攀枝花市第一个家庭

农场主。

“国家的政策好，农村路、水通

了，土地资源越来越俏，搞种植养殖

的农户都挣到钱了，所以我决定试着

搞芒果种植。 ”邱明强说道，“因为有

100 亩芒果种植的基础， 经县工商局

实地查看、核准，我很快将‘黑沙湾家

庭农场’登记注册。 ”

2013 年初，攀枝花市农牧局等部

门对家庭农场进行了调查研究。 统计

数据显示，全市具有家庭农场发展条

件的农户有近 400 家，经营耕地总面

积约 5.2 万亩。 而邱明强的示范效应

也开始扩大，三源村村委会主任王永

华告诉记者：“这几年，我们村里的农

户都在种芒果，但是没有成规模。 这

次大伙儿看到邱明强扩大芒果种植

面积还办起了‘家庭农场’，各个心都

热了起来，纷纷咨询怎样开办‘家庭

农场’。 ”

2013 年 12 月 6 日上午， 在盐边县红格镇四川省体育竞

训中心棒垒球基地，2013 攀枝花欢乐阳光节开幕暨重点旅

游项目集中开工。 由四川省旅游局、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2013 攀枝花欢乐阳光节”开幕式，由盐边县人民政府承

办，这也开创了四川省重大旅游活动由县区承办的先例。

2013 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规划 (2013—2020 年 )》，规划提出要推动资源型城市改变粗

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让经济质量和

效益、就业和收入、环保和资源节约等方面有新的大幅度提

升，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与其他工业城市一样，攀枝花同样

面临着生态环境的挑战———盐边对旅游业的重视，显然也是

源于这一点。

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阐释了攀枝

花的转型思路：“攀枝花要把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作为促进城

市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着力养老服务产业与旅游产

业的深度融合和互动发展，建设国家级养老康体基地。 ”

位于盐边县东南部的红格镇，是攀枝花发展康养旅游实

现转型升级的缩影。 红格镇位于盐边县城东南部，全镇辖区

面积 160.23 平方千米， 辖 1 个居委会、4 个行政村、21 个村

民小组，现有总人口 14809 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1777 人。

红格镇对外交通便捷，矿产、土地、光热、温泉等资源丰富。

2013 年，红格镇被列为四川省重点打造的 31 个重点旅

游镇之一，而“康养”则是红格发展的主题。 2012 年 3 月通过

初审的《红格镇总体规划》指出，要把红格发展成依托“攀西

名泉”红格温泉，以阳光、温泉、运动、休闲为主题的旅游目的

地，并特地修建红格阳光康养中心。据《四川日报》报道，2013

年 1 至 10 月， 红格镇实现旅游收入 7.28 亿元， 同比增长

58.37%，占全县旅游收入的 42.41%;接待游客 86.4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8.34%。

为做强“红格运动休闲之旅”、“冬季阳光之旅”、“生态田

园之旅”等旅游品牌，红格镇依托红格温泉宾馆、红格假日酒

店、四川省竞训基地、红山国际等企业，打造温泉度假、山地

运动、体育技术训练、会展服务等旅游项目，以“阳光、温泉、

运动、休闲”为主题的红格温泉旅游度假区品牌产业已形成。

阳光康养产业的定位， 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实惠：2012

年，红格镇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49418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8361 元。 到 2013 年，红格镇的发展也往前推进一大步：全年

累计完成旅游固定资产投资 5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25%，

到位资金 6.4 亿元。

而对于生态旅游业整体的推进， 盐边政府是不遗余力

的，尤其是在举办活动、聚拢旅游目的地人气的层面。 2013

年 4 月 20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以“绚丽索玛花·激情格

萨拉” 为主题的 2013 四川花卉生态旅游节分会场暨盐边格

萨拉索玛花生态旅游节在格萨拉景区、柏林山野生杜鹃花基

地举行。

该活动主要以自驾赏花与徒步相伴，高原探险和民族风

情融合的形式，打造“阳光花城”经典旅游项目和大香格里拉

旅游环线新的全时旅游目的地，挖掘和展示盐边深厚的“笮

山若水”文化底蕴，宣传和推广“百里生态长廊”优秀的旅游

资源。 拓展攀西春、夏旅游市场，提升盐边旅游的知名度。 统

计表明： 节会期间全县旅游人次 30 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

1.6 亿元，本地游客 19 万人次，外地游客 11 万人次，自驾游

3.6 万人次。

据盐边旅游局介绍，该

县旅游业 2013 年有着普遍

的大发展：昆钢假日酒店二

期建成营业，省运动技术学

院红格训练基地基本完工，

“笮村”、 昆钢假日酒店三

期、菩萨岩景区等重大旅游

项目开工建设。

开展农家乐（乡村酒店）

星级评定工作， 新增二星级

农家乐 10家。益民乡新民村、

红格镇红格村、昔格达村 3个

旅游新村全面形成接待能

力。 引进全球知名度假品

牌———途家斯维登度假公寓

（红山国际店）开业迎客。全年

旅游综合收入实现 22 亿元，

增长 60%。 成功创建省级餐

饮食品安全示范店 1家，市级

示范店 1家，示范街 1条。 全

年新增限额以上企业 13 户。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1.56亿元，增长 13.3%。

“2013 年盐边的旅游经

济呈持续平稳增长态势，全

年实现接待国内外游客总

量 270 万 人 ， 同 比 增 长

51.66%，旅游综合收入实现

22.0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0.03%。 ”杨林说道，“旅游

业在县域经济中调结构、促

就业、惠民生的支柱产业地

位已经开始逐步凸显了。 ”

从农业大县到工业强县

南北发展战略

赢得未来：阳光康养产业

盐边新村

▲采摘芒果 茛七大农业基地———茶 陈石存 /摄

“2013 年， 盐边可谓困难

重重。”盐边县委书记杨林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道，“但是我们保持了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发展， 并且在民生问

题上并不含糊。 ”事实上，数据

也确实体现了盐边的另一面：

去年该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21897 元，同比增长 9.1%；农民

人均纯收入 9028元，同比增长

12.9%。 为了实施“十大民生工

程”， 盐边全年投入资金 6.05

亿元。

盐边，是折射中国县域经

济在困难时期突围发展的一

个典型案例———而其中兼顾

民生与公平之处尤其值得注

意。

丰富的矿产资源是盐边强大的“后发优势”，促成了盐边一

次重要的产业转型。

从不平衡发展到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再到现代

特色农业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生态旅游的发展。

阳光康养产业的定位在过去两年被验证了它的

正确，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近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