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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全國兩會專輯

工業園區變社區

「項目向園區集中，園區向山地佈局」，在雲南這個山區大省緊鑼密鼓的「上山」號角中，先

後啟動的宜良、曲靖、玉溪三個試點，拉開了雲南省 「保護耕地，工業上坡上山」的大幕。隨

㠥國家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和橋頭堡戰略的實施，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進一步加快，低丘緩坡綜

合開發利用為雲南的工業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蓮芝昆明報道

隨㠥大量工業企業入駐研和，帶動了研
和的人流、物流、資金流，研和一年的稅
收達到了1.2億元，有4個地產項目，在建一
個佔山地700畝的村民休閒公園⋯⋯任職3
年的研和村委會主任吳韶華精明、能幹，
他的描述中透㠥十足的研和人的底氣。
研和原屬於玉溪市紅塔區比較邊緣的農

業鎮，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和村民收入都
遜於中心城區。研和工業園區建設6年
來，研和鎮90%的年輕人在園區企業就
業，村民不但解決了生計，還提高了生活
水平。研和一組的吳本林一家，原來靠種
地為生，一年收入1.5萬元左右。現在大
兒子在玉鋼工作，工資拿到了3800元，小

兒子上大學。吳本林當起了做模板的小包
工頭，模板專供工業園區用，妻子在園區
做環衛工人，一家人的年收入近10萬元。
這樣的家庭在研和近一半。吳韶華說，更
顯著的是研和人的心態和觀念的轉變。
「人有了生態才有生命，有了經濟才有文
化」。
看準研和鎮玉溪衛星城的定位，研和工

業園區建設的飛速進展，吳韶華再次嗅到
了商機，擬投資建「易峨高綜合服務區」，
內設星級酒店、寫字樓、娛樂設施、超
市、汽車修理廠等，預計3年後竣工。吳韶
華相信，研和工業園區變成一座錯落有致
的山地小城指日可待。

「在 全省佔國土面積94%的山地中，可
以重點在8度到25度的坡地和丘

陵，發展建設特色山地城鎮和工業園區，
走用地上山的雲南特色城鎮化道路。」雲
南省國土資源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工程師
張述清對城鎮上山的前景充滿期待。為配
合用地上山的雲南省16個州市「三規」（土
地利用總體規劃、林地保護利用規劃、城
鎮近期建設規劃）調整完善和銜接工作已
基本完成，並通過省政府「三規」聯合審
查，20多萬畝壩區新增建設用地被調向山
地讓路還田，300多萬畝壩區優質耕地被新
劃定為永久基本農田。積極引導、研究和
探索低丘緩坡用地新模式，拓展山地城鎮
建設用地新空間，雲南開啟了土地新政的
破頸首航。

「上山」解燃眉之急
雖是初春的下午，連續乾旱的玉溪，地

表溫度已迅速升到了20多度，在推土機的
轟鳴聲中，運土車穿行在研和工業園區的
工地上。距去年12月29日的開工儀式剛剛2
個月，玉溪研和工業區低丘緩坡土地綜合
開發項目土地平整正在緊張的進行中，一
片區515畝擬建數控機床3萬台整機生產線項
目，有望在年內3通1平等基礎設施建設完
成後開工建設。
按照「項目向園區集中，園區向山地佈

局」的工業用地新模式要求，玉溪市對研
和工業園區原來的規劃重新進行了調整完
善。整個研和工業園區調整上山後，低丘
緩坡土地綜合開發利用試點項目總規模為
1550公頃，其中新增城鄉建設用地控制在
753公頃以內，擬佔用山區坡耕地170公頃，
比原規劃少佔壩區耕地518公頃，佔用耕地
比重比以往的傳統規劃大大下降。至2014年
10月份，分3期全部完成的研和工業園區，
將成為玉溪數控機床、再生資源回收加
工、三一重工、物流中心等項目集聚的雲

南省重要工業園區，為玉溪工業快速發展
再添力。

「上山」探新生之路
「我們是被『逼上山』的，玉溪是個小壩
子，人多地少，9個縣（區）的耕地面積約
380萬畝，沒有了壩子裡的良田好地，玉溪
就不是玉溪了」，玉溪市國土局局長黃太文
的話，欣慰中透㠥無奈。作為雲南省唯一
受表彰的全國2010年「雙保工程」成效顯著
單位，壓力下的玉溪較早開始了用地上山
的探索。紅塔集團是玉溪的一家大型國
企，每一個項目的建設幾乎都存在用地。
2008年，紅塔集團欲建兩個大型煙葉倉儲
庫，如建在壩區的話，得佔用上千畝的

地，其中肯定少不了良田。玉溪市領導親
自登門，力陳玉溪市用地狀況，最終紅塔
集團選擇了一處尚未利用的溝壑縱橫、經
常發生地陷和滑坡的「破箐」（荒山溝
箐），投資18億元削鋒填谷，建成了1024畝
煙葉倉儲庫，紅塔集團成為玉溪市用地上

山的探路者之一。
玉溪具有經濟發展優勢和區位優勢，加

上優惠的投資條件，吸引了眾多企業的目
光，「我們現在還沒法接納更多的投資
者，特別是中小企業，因為玉溪土地實在
是太有限了，相信下一步玉溪能在『上山』
的路徑中，拓展工業園區發展空間，提速
玉溪的工業產業化發展」， 研和工業園區負
責人對玉溪工業上山的前景十分樂觀。

「上山」留發展後勁
站在研和數控園區的沙盤前，雲南正成

工集團總裁黎築森指㠥沙盤告訴記者：數
控2期規劃用地1500畝，引進的33家企業，
位置在哪都全部劃定了，園區上山一下子
把我們的計劃全打亂了。
雲南正成工集團是研和工業園區招商入

園的台資企業，依托玉溪低磷低硫鐵礦資
源和精密機床聯盟體的優勢，數控機床在
短短的一年間改寫了玉溪的工業史，14家
來自國內外的機床配套企業入駐研和工業
園區，並在一年後再次擬招商33家進園，
玉溪迅速成長為雲南重要的數控機床產
地。黎築森坦誠地說，研和數控機床2期用
地由平地改到了山地，挖山填箐，增加了
建設成本，後延了建廠時間，有的企業一
時有顧慮退縮了，但保護耕地是百年大
計，工業園區佈局山地也是國際的通行做
法，和諧發展才能可持續化發展，雲南的
思路是對的，希望全國都能這樣做，一個
企業如果連這點社會責任都沒有，它就不
能稱之為企業。
離數控機床1期園區不遠的一片大棚中，

蔬菜長勢正旺，這裡正是原來數控2期的擬
徵地。「這幾年農副產品的價格高，40多
天就能收一茬菜，一畝地一年的收成比前
些年高多了」;「我家一塊韭菜地，一年幾
茬賣了一萬多呢」，看到記者一行人在看
地，研和村的村民紛紛介紹道。

■沒有了壩子裡的良田好地，玉溪就不是

玉溪了，玉溪市國土局局長黃太文的話，

欣慰中透㠥無奈。

■研和工業園區2期原擬佔地的蔬菜大棚

裡，村民正在採收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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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部徐紹史部長在調研雲南用地上山新政後表
示：雲南省在工業化、城鎮化上坡、上山方面給全國
帶了個好頭⋯⋯非常期待雲南作示範、出經驗。
雲南省在加快完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編制山地綜

合開發利用試點規劃的同時，積極推進試點工作，用
10種類型引領全省工業和城鎮化用地上山的發展方
向。
一是以大理為代表的具備向山地佈局條件的中心城

市，通過借鑒「保護洱海、保護海西、開發海東、開
發鳳儀」的成功做法，大力推進山地城市建設。
二是以昆明長水國際機場、麗江火車站為代表的基

礎設施建設項目，通過科學論證、精心選址，向適建
山地佈局。
三是以宜良、普洱工業園區為代表的工業園區用

地，通過「項目向園區集中，園區向山地佈局」，實現
「保護耕地，工業上山、上坡」。

四是以騰沖、版納為代表的影視、康體、休閒度假
等文化旅遊產業，根據其提供精神性、娛樂性文化產
品的特徵，通過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力推進項目
向山地發展。
五是以磨憨、瑞麗為代表的口岸建設用地，結合地

理、地貌特徵，向適建山地佈局。
六是以楚雄職教園、彌勒中學為代表的教育事業用

地，根據實際情況，經過合理選址、嚴格論證，大力
建設「山地校園」、「坡地校舍」。
七是以綠春縣為代表的地質災害防治重點地區，通

過科學論證，在採取工程措施治理泥石流、滑坡等的
地質災害的前提下，實施削峰填谷、推石造地，實現
「減負降壓、拓展新區」。

八是以馬龍縣現代農業產業園、五華區西翥生態科
技試驗區為代表的現代農業產業園區，根據宜農則
農、宜耕則耕、宜林則林、宜建則建的要求，充分利
用山地大力發展種植業、養殖業、林業等現代大農業
觀光科研項目建設。
九是以水電、風能和大型水利設施建設為代表的能

源項目用地，結合項目用地特點和移民生產生活的實
際需要，選擇適建山地進行項目建設移民安置，既要
使項目實現良好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效益，又要
確保移民「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十是以富源、昆鋼大紅山礦區為代表的礦村共建社

會主義新農村、構建生態和諧礦區的成功做法，改善
礦區所在地基礎設施條件，增加農村群眾收入，完善
公共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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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和工業2期現用山地未整理前

■玉溪研和工業區低丘緩坡土地綜合開

發項目土地平整正在緊張的進行中

■玉溪市低丘緩坡綜合開發啟動儀式 攝影曾永洪

雲南工業發展拓空間
「上山」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