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聲汽笛，昆明至麗江的K9614列車從松間林中穿出，把記者穩穩
送達了麗江火車站。麗江火車站主體建築是個當地的「人」屋架，又
坐落在一個小山坡邊，似乎是山間自然「長」出來一樣，顯得清秀、
乾淨、大方，沒有大城市火車站的嘈雜與不安。
接站的玉龍縣國土局官員指㠥火車站的周邊山坡介紹說，火車站片

區開發建設前多為閒置土地、垃圾場、墳地、取土場、林地和未利用
土地。2006年開始建設時，就曾三次改址，從金山鄉、黃山鎮最後選
定五台山一帶，沒有佔用一畝農田。「今天建成的火車站，基本都是
利用低丘緩坡進行發展建設的。」作為雲南省低丘緩坡土地綜合開發
利用試點，玉龍縣的官員強調了作為試點的自豪。
玉龍縣是2003年才批准成立的納西族自治縣，當初選址建設縣城

時，省委、省政府和麗江市的決策者們將目光放在了世界文化遺產麗
江古城的南面，並將行政辦公區建在了坡地上。如今9年過去了，依山
就勢、高低錯落的辦公區已經建成，每天有1500人在此集中上班。玉
龍縣城以「行雲流水、返璞歸真、經營文化、再造遺產」的理念與800
年前建成的麗江古城互為輝映，山、水、田、園、林、人共生相融。
玉龍縣委書記木崇根說：「玉龍縣96%以上是山地，山多地少的特殊

地貌和農業大縣的基本縣情，決定了充分利用山地搞建設是玉龍縣的必
然選擇。」這些年來，在加快縣城開發建設的同時，玉龍縣積極探索
「山壩結合、因地制宜」的城鎮發展方式，率先將縣城周邊的山地納入
總體規劃，努力破解縣城建設空間不足的瓶頸制約，積極推動城鎮上
山、工業上山、教育上山、公園上山、基礎設施建設上山和招商引資項
目上山，實現了經濟發展與耕地保護「兩不誤、雙促進」。
在下火車時，恰逢玉龍縣泰華食品廠投資2億元的項目開工，地點

就在火車站東側。隨㠥火車站片區山地開發的推進，玉龍縣將加快基
礎設施、物流、住宿、商業等配套開發，有望增加城鎮人員2.1萬人，
涉及的6000多農民將轉為城鎮居民。

在麗江採訪的幾天中，我們還參訪了其他的上山項目。
工業園區上山。雲南省級南口生物工業園區位於蛇山和五台山麓，

介紹說之前大多為荒地。縣委政府充分利用坡地荒地，加大基礎設施
建設力度，積極招商引資，盤活閒置土地，促進入園企業健康發展。
2005年，園區被雲南省人民政府列為全省30個重點建設園區之一。
2011年，11家企業實現工業總產值5.2億元，完成銷售收入4.5億元，利
稅總額達3155萬元。
招商引資上山。台資的麗江翔鷺高星級酒店建設項目位於火車客運

站以西、縣城以南的五台山上，全部林地為未利用地，計劃2013年建
成五星級商務酒店投入運營。在建設中，施工方以「未施工先保護」、
「邊施工邊綠色」、「竣工後重維護」的步驟體現生態環境價值最大
化，實現自然與建築的完美結合，樹立了山地城鎮建設高端旅遊地產
的標桿！而翔鷺酒店下邊是碧波蕩漾的文筆生態旅遊度假村，湖光山
色，綠草如茵，它集旅遊休閒、康體運動、生態修復、納西民居於一
體，投資達8.6億元，對庫區與坡地開發綜合利用進行了積極探索。
學校上山。玉龍縣職業高級中學和特殊學校的建築依山就勢、錯落

有致，形成了生態、優美、舒適的校園環境。目前，職業高級中學有
教職工100餘人，學生1360餘人，內設汽車修理、酒店管理、旅遊服
務、烹飪、演藝等專業，已成為全市職業技術教育的排頭兵。據介
紹，玉龍縣還引進了雲南師範大學文理學院和雲南傳媒藝術職業技術
學院，兩校均利用山地進行校園建設，總投資超過12億元。
作為高原城市，麗江壩區周邊山地生態植被系統比較脆弱，一旦破

壞，很難恢復。玉龍縣的推進過程中，堅持了保護優先、因地制宜，
通過高水平的規劃避免失誤，用高標準的建設保證質量，避免了粗放
浪費山地、毀林開建和盲目求快、求大的錯誤傾向，始終體現「山水
田園一幅畫，城鎮村落一體化」的城市格局。
玉龍縣縣長和慧軍說，要通過城鎮上山，保耕地紅線、保規劃曲

線、保生態綠線、保建設用地供給線、保城鎮人員底線，把玉龍縣城
建設成風景園林宜居城市，讓新縣城「活」起來、「熱」起來、「強」
起來。而麗江市政府官員總結麗江市和玉龍縣山地城鎮建設經驗時，
強調遵循了五條基本原則：摒棄了「攤大餅」的傳統城市擴張模式；
用好用足差別化土地政策，積極探索實踐小宗地開發利用新模式；山
地建設與世界遺產風格相融合；山地開發首先保障農民權益；保護生
態優先。
離開麗江前，記者採訪了玉龍縣國土資源局在縣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舉行的火車站片區低丘緩坡17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拍賣會。53家競
爭買人盯㠥17宗地，經過近兩個小時的拍賣，16宗地成功被人競賣，1
宗流拍，總成交價為6926萬元，均價為47.3萬元。第一個競拍成功的
麗江知名企業家楊四龍說：「作為一個本地人，參與拍賣，我要起點
引領示範的作用，但也很高興抓到了商機。」
雲南省國土廳官員介紹，玉龍縣在山地綜合開發中，在投融資方

式、小宗地出讓、新農村建設、旅遊酒店、學校、基礎設施等方面進
行了大膽的探索實踐，山地綜合開發類型多，特點鮮明，保護壩區農
田、建設山地城鎮取得了顯著成效，在全省具有很強的示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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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國土資源廳廳長和自興（中）、麗江市市長和良輝（左）

在玉龍縣調研。

■麗江火車站是利用低丘緩

坡建設的重大基礎項目，站

區風景秀麗，功能完善。

麗江火車站三易其址，目的是保住良田向山地發

展；玉龍新縣城選擇上山，建成了獨具特色的山地行

政辦公區，與800年麗江古城山水相融、人文相親。

雲南經濟研究院院長段鋼認為，相較於平原經濟、草

原經濟、海洋經濟，保護壩區良田、建設山地城鎮是

切合雲南發展實際的一條道路，雲南94%的山地決定

它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照搬沿海發達地區的路子，去

年大理會議出台的用地上山創新性舉措，是對世界山

地經濟發展的一種探索，其核心是山地城鎮建設和工

業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 麗江報道

對山地城鎮「充滿期望」

雲南省經濟研究院院長段鋼（圓圖）接受本報獨家訪問時
稱，雲南實施保護壩區良田、建設山地城鎮的政策，通過

一年的積極推進，全省上下對其創新舉措
的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有了更深
的認識，從簡單的被逼上山到今天的
創造性探索「山地經濟」、「山區現
代化」，開始呈現質的飛躍。
國家認可雲南的重要實踐。去年

雲南提出山地城鎮發展舉措後，雲南
被國土資源部列為全國低丘緩坡土地
綜合開發利試點省，李克強副總理批示要
求總結。段鋼認為，浙江已經成為海洋經濟試點，而雲南的山
地經濟事實上已經是中國國土經濟開發利用探索的試點單位，
且「山地經濟」在經濟、生態、文化等多方面與海洋經濟更具
普遍意義和鮮明特色。中國國土幅員遼闊，類型眾多，開發利
用不能一刀切，需要進行多種探索。可以相信，中央對雲南的
「山地經濟」充滿期望，對探索之路給以鼓勵。

一年高位強勢推動成效漸顯。去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山地城鎮
建設舉措以來，成效已經顯現。無論是城鎮上山、工業上山、教
育上山、旅遊上山等「十大上山」類型，還是幾個關鍵㠥力點，
上山發展成為共識，上山成為強有力的政策。通過對規劃的調
整，雲南壩區80%的良田得到有效保護，「城鎮朝㠥山坡建，良
田留給子孫耕」的目標成為各大項目落地前的重要考量。
發展雲南山地經濟、實現山地現代化的前景可觀，雲南有潛

力、有幹勁、有資源進行探索與實踐，既能走出一條新路，又
能豐富經濟發展模式。段鋼博士認為，對於山地經濟，國外多
有探索，值得雲南借鑒。同時，雲南的山地城鎮建設理應成為
世界範圍內山地經濟與山地現代化的重要探索。國際山地學會
主席丹弗斯教授曾說：「人與山的關係，從沒有像最近四分之
一世紀以來顯得如此重要，人類未來的生存，取決於山地的開
發與保護」。
據雲南省國土資源廳廳長和自興介紹，用地上山推行以來，

全省現有壩區80%的優質耕地得到永久保護的前提下，各地積
極推進園區建設向適建山地發展，真正實現從「逼上荒山」向
「出路在山」、「潛力在山」、「希望在山」的轉變。段鋼評
價，雲南正在努力發展山地經濟，積極探索具有雲南特色
的山地現代化之路。

玉龍：納西麗城 山地新秀
■玉龍縣首開小宗山地拍賣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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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龍縣是雲南省低丘緩坡利用試點縣，在投融資方

式、小宗地出讓、新農村建設、旅遊酒店、學校、基

礎設施等方面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實踐。

■玉龍新縣城基礎設施利用坡地建設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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