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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处四川省
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是全国
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近年
来，甘孜州立足重要生态功能区
和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定位，确立
了优先发展旅游业、有序发展生
态能源矿产业、加快发展高原特
色农牧文化和中藏医药产业的

“一优先、二有序、三加快”产业
发展思路，产业结构加速优化，
走出了一条符合藏区特色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全国人大代表、
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肖友才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专
访时，详细介绍了甘孜州特色产
业的发展路径。

《中国企业报》：作为四川藏

区，甘孜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在发展旅游产业方面，甘孜有哪

些做法？旅游业是否已经成为

甘孜州的支柱性产业？

肖友才：是的。甘孜州众多
壮美的自然景观和多元的文化
资源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
不可复制性，已经被世界旅游组
织定义为“21世纪旅游发展最具
潜力的地方”和“不可多得的黄
金旅游线路”。

2011年底，甘孜州率先在全
国 提 出 全 域 旅 游 发 展 战 略 。
2016年 6月，甘孜州被确定为国
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单位。

在发展全域旅游方面，我们
全面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重要思想，强力推进全域旅
游“四个转变”，采取“资源变资
本、资产变股金、牧区变景区、牧
民变股民”的全域旅游开发模
式，全州旅游从城镇到乡村、从
景点到景区全面发力，由点到
线、由线到面整体推进，以旅游

为龙头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中国企业报》：要做成精品

旅游不是一日之功，下一步甘孜

有哪些举措？

肖友才：下一步，甘孜州将
以“基础设施建设年、服务质量
提升年、旅游营销宣传年”为统
领，从如下几个方面强力推动全
域旅游建设。一是强力实施全域
交通大建设，加快建设立体交通
运输体系，提升旅游可进入性、安
全性、舒适性；二是强力实施全域
景区大提升，加快打造世界旅游
目的地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一大批A级景区、打造一条
条精品线路；三是强力实施全域
环境大整治，全面提升旅游发展
环境，强化旅游市场监管，整治城
乡环境脏乱差，提升“圣洁甘孜”
吸引力；四是强力实施全域服务
大优化，加快培养专业人才、着力
提升全民素质，全面提高旅游管
理水平、服务质量；五是强力实施
全域产业大融合，推进农旅、文
旅、体旅融合发展，不断延伸产业
链条、拓展市场边界。

《中国企业报》：甘孜州是全

国五大草原畜牧业基地和四川省

最大的青稞生产基地、野生菌出

口基地、农畜产品基地，是全省最

大的药材主产区和药材基因库。

同时，甘孜州还是三大藏文化发

祥地之一，历史文化古朴厚重，如

何挖掘这些独有的资源？

肖友才：在挖掘这些资源方
面，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卓有成效
的工作。近年来，甘孜州千方百
计育龙头、建基地、搞加工、创品
牌，累计引进培育涉农企业 142
户、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6796
个，着力建设3个“百公里产业带”
和3个100万亩特色产业基地（特
色粮食产业基地、特色农业产业
基地、特色林业基地），建成特色
农林产业基地167万亩、登记认证

“三品一标”农特产品175个，首次
实现蔬菜供港（香港）直销。

此外，还编制完成全省首个
市（州）级中藏医药产业规划，种
植中藏药材 5.6 万亩，生产制剂
193 吨，藏医药服务增量提质。
培育发展文化企业28户、个体经
营单位 560 户，全面建成亚丁非
遗主题社区、香格里拉演艺中心，
成功举办康定情歌音乐节等文化
节庆活动13场，《康定情歌》对外
巡演，《圣洁亚丁》实现驻场商演。

《中国企业报》：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在甘孜，乡村振兴是如何落

地的？

肖友才：甘孜将以乡村振兴
为引领，强力实施“五个一批”工
程，加快培育一大批州县特色企
业，深入推进“一县一园、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狠抓龙头企业培
育、引进、发展；加快建设一大批
特色产业园区，推动资源高效利
用、产能充分释放，促进特色产
业集群发展、集聚发展。加快发
展一大批特色产业基地，成片成
带成规模建设产业带、产业基
地。加快创建一大批农牧特色
产品，强力推进农产品质量标准
认证，形成“圣洁甘孜”十大品牌
规模效应，着力发展有特色、价
值高、影响大的“甘字号”拳头产
品。加快形成一大批专业营销
电商，鼓励发展电商经营主体，
推进电商服务体系建设。

同时，在特色文化产业方
面，着力培育壮大“6+2”文化产
业业态，加快形成“一核三区”文
化产业布局，并加快打造民族地
区一流演艺队伍。在中藏医药
产业方面，围绕“康养服务、药材
加工、研发孵化、文化展示”培育
发展藏医药产业，加快推进药材
种植基地、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建
设，着力提升产业聚合力。

全国人大代表、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肖友才：

发展特色产业 推动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朱虹龚友国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
大代表、广西来宾市市长雷应敏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来宾市在发展中充分发挥

“一网两管”（大工业区域电网、集
中供热管道及大工业天然气直供
管道）优势，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营造成本低、
配套好的良好营商环境。他同时
建议，进一步深化来宾市售电侧
市场改革试点，将来宾市大工业
区域电网试点项目列入国家增量
配电业务改革试点范畴，加大对
来宾这一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支
持力度。

一批国家级创建试
点取得突破

去年一年，一批国家级创建
试点在来宾市取得重大突破。国
家售电侧改革试点和国家环境服
务业试点成效显著，大工业区域
电网竣工通电，东线集中供热管
道正式供热，工业大用户天然气
直供管道正式开工，年产25万吨
银海铝二期项目正式投产，铝产
业“二次创业”翻开新篇章，实现
了来宾市多年来实施“铝电一

体”、“热电联产”的夙愿。
电力业是广西来宾市的主要

支柱产业之一，发电量占到了广
西四分之一。2017年，全市统调
水、火电总装机容量为370.6万千
瓦，年最大可供电量为210亿千瓦
时，是广西电网枢纽中心和重要
的能源基地。来宾既是发电大
户，也是用电大户，2017年全市发
电量110亿千瓦时，工业用电量达
55.7亿千瓦时。

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工业
企业用电不足，同时受“云电入
桂”及其他新增火电、核电、风电
等机组投产的影响，来宾市的火

电、水电发电指标受到挤压。一
方面，发电企业因为发电指标不
够而减产、停产；另一方面，用电
企业又因为电价高用不起电而亏
损、停产。为此，在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关心和指导下，来宾市紧
紧抓住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
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中发〔2015〕9号）的机遇，
积极申报国家电力体制售电侧改
革试点城市。2016年5月，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同意
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电力体制改
革综合试点的复函》（发改经体
〔2016〕1096号）中，明确“支持来
宾市河南工业园区组建配售电主
体，先行开展售电侧市场改革试
点”。

来宾市以此为契机，大力推
进售电侧市场改革试点，着力建
设大工业区域电网。项目总投资
5.6亿元，以广西投资集团下属来
宾A、B电厂，桥巩水电站机组（合
计装机容量180万千瓦）转网改接
作为电源点，供电范围涵盖来宾
市河南工业园区增量配电用户。
目前，该项目已经基本完工，具备
正常送电的能力，并于2017年11
月正式向来宾银海铝业二期项目
送电，发挥了初步效益。

随着“一网两管”扎实推进，

售电侧改革使来宾园区企业用电
成本每度下降0.1元左右，热电联
产成效明显，实现供热产值5200
万元，拉动用热企业产值约12亿
元。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实现产
值82亿元，增长18.1%，其中已建
成 汽 配 企 业 11 家 ，产 值 增 长
43.9%；碳酸钙加工企业42家，产
值42.5亿元，增长30.8%，在建或
筹建碳酸钙项目 26 个，总投资
107.88亿元。银海铝二期、福美新
材料二期、中科环保垃圾发电厂
扩建、中沛电子等一批项目竣工
投产。实现了以资源换产业，培
养了新的增长点，形成了来宾自
己的特色。

建议列入国家增量
配电业务改革试点范畴

为进一步扩大来宾市售电侧
市场改革试点成果，雷应敏建议：
将来宾市大工业区域电网试点项
目列入国家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
点范畴。列入国家试点范畴具有
以下明显优势：

首先，有利于生态环保，打造
循环经济示范区。雷应敏指出，
如果将来宾市大工业区域电网试
点项目列入国家增量配电业务改
革试点范畴，不仅能够充分激活

来宾A、B电厂产能，有效提高热
电联产机组利用小时，还可以与
已经建成的集中供热项目形成战
略协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
节约、集约、环保的目标。目前，
来宾市也正在积极申报国家园区
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着力打造
循环经济示范区。

其次，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促进企业走出生产困境。同时，
有利于提高经济社会效益，促进
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施国
家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既激
活发电企业，彻底解决了来宾A、
B电厂及桥巩水电站的发电负荷
不足的问题，又有效降低企业生
产成本，救活用电大户企业。预
计每年可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300亿元，增加地方税费约13亿
元，挽救就业岗位约9921个，促进
新增就业岗位约4500个，有力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在此基础上，雷应敏表示，来
宾市将充分利用“一网两管”的优
势，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做大
做强产业，力争到 2020 年，实现

“热电联产”、铝及精深加工产业
产值均达到150亿元以上，建成全
区乃至全国知名的热电联产和铝
精深加工示范基地，加快推进地
方经济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来宾市市长雷应敏：

着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的桂中新城
本报记者 范颖华

肖友才

雷应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