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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良好的區位交通、資源環境、發展

基礎等優勢和潛力，全面融入滇中產業新

區建設，已成為推動祿豐科學發展新跨越

的重要抓手。」祿豐縣代縣長柴萬宏表

示。

柴萬宏介紹，祿豐正以積極的姿態融入

滇中產業新區建設：在規劃上，正在編制

參與橋頭堡建設、融入滇中產業新區的總

體規劃及相關實施方案，爭取將重大項目

納入上級規劃盤子；在項目建設上，從完

善項目策劃、生成、儲備、跟蹤、落地機

制 手，篩選並申報一批科技含量高、產

業鏈長、市場前景好、輻射帶動力強的項

目，並爭取及早落地。在招商引資方面，

以專業、創新、高效、務實的服務，吸引

社會投資和外來投資，吸引央企、知名民

企入園，主導產業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

在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上，通過政策引

導，技術服務等措施，促進產業結構優化

升級；而在園區基礎設施配套建設上，在

爭取重大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

同時，探索通過參與土地一級開發、收儲

經營土地的方式，籌集園區基礎設施建設

資金，提升產業發展承載能力。

祿豐的打算是，按照區域和沿軸線相結

合，佈局產業空間結構，綜合考慮現園區

佈局及可選擇發展區域佈局，以安楚高速

公路和成昆鐵路為發展軸線，形成「一核

四片」並向周邊輻射帶動的產業空間結

構，形成「珍珠型」產業聚集區，主動融

入滇中產業新區。 （王颯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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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雲南省發改委主任、橋頭堡建設辦公室主任米東生擔綱的規劃小組，已
開始組織起草交通、能源、水利、生態建設、文化發展、重大項目等12

個方面的專項規劃。
2012年5月，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提出建設滇中產業新區設想，8月中旬組織

高層集體調研，8月底出台《建設滇中產業新區調研報告（徵求意見稿）》，11月
成立滇中產業新區規劃小組，關注這一產業新區的各界似乎能夠清晰地感到：
產業新區正以鏗鏘的腳步漸行漸近。而雲南高層的密集調研、多種場合的廣泛
推介、專家學者的多方呼籲，無不讓人們感受到：滇中產業新區既是一個推動
雲南經濟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的產業平台，更是一個對內對外開放
的全新平台。

對內 承接東部產業轉移
去年11月29日，滇粵兩省政府舉行工作會談，雲南省省長李紀恆建議：以滇

中產業新區為平台，加強滇粵產業合作，攜手開拓東南亞南亞市場。該建議獲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積極回應：希望雲南赴粵開展以滇中產業新區建設為重點的
經貿推介，在先進製造業、資源開發等領域深化合作。朱小丹並表示，廣東有
關部門將積極配合，鼓勵支持更多企業赴滇投資，開拓南亞等新興市場。
「這是一個關於滇中產業新區產業開放的重要信號。」相關人士此間表示。
雲南的產業發展在諸多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制約下，產業經濟結構的單一已經成
為制約雲南經濟發展的深層次難題，滇中產業新區被賦予了佈局科技含量高、
產業鏈長、產品附加值高、綠色環保產業集群的使命。主動承接東部產業轉
移，吸引更多的龍頭企業和品牌，發展面向省內和東南亞、南亞市場的五金家
電、紡織服裝、鞋帽、酒店用品等消費類產品，改變雲南長期以來重化工太
重、輕工業太輕的產業結構，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成為滇中產業新區規劃和建
設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也是滇中產業新區對內開放的一個姿態。」前述人士
表示，承接國內產業轉移，攜手國內產業和企業開拓南亞、東南亞市場，也是
滇中產業新區開放的標誌之一。

對外 地域優勢引領特色產業
「雲南現在正打造滇中產業新區，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建一個印度的產業園
區呢？」11月21日，在雲南省與印度西孟加拉邦合作論壇第八次會議上，參與
滇中產業新區規劃的雲南省經濟研究院院長段鋼，在向印度代表介紹滇中產業
新區的優勢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段鋼認為，「班加羅爾IT業發達全球聞名，完全可以帶到雲南來；印度的珠

寶設計、加工也是世界一流，雲南的珠寶產業也走在中國前列，雙方完全可以
合作，一起打造世界級的珠寶產業基地。」為此，段鋼建議，滇印合作可以從
打造印度產業園區入手，發展領域將包括製造業、生物產業、IT產業、礦產、
珠寶等。
而在此前的「雲台會」上，段鋼亦建議：在滇中產業園內打造專門的台灣產

業園、澳門產業園和香港產業園。在山地城鎮建設和山地工業化、減災防災、
綠色成長、文化合作與交流、休閒旅遊、高新技術及現代工業等6個方面，加強
重點合作。
「這將是一個開放的新區，海內外很多大型企業，比如韓國的現代、三星集
團，泰國正大集團等，都實地考察過，也都表達了投資意向。滇中產業新區將
成為雲南橋頭堡建設最重要的地區。」段鋼透露說。

安寧：打造核心區和先行區
安寧市因具備良好的區位交通條件和雄厚的工業基礎，在滇中產業新區中

的地位和作用尤為突出。安寧市長王劍輝此間表示：將緊緊抓住這一歷史機
遇，打造滇中產業新區的核心區和先行區。
王劍輝稱，安寧將充分把握和發揮在滇中產業新區中的區位優勢、先發優

勢、先行優勢、核心優勢，利用較為豐富的低丘緩坡資源和較好的交通、能
源和產業基礎，突出「產城一體、園城一體、城鄉一體」，提升城市總體規
劃、產業佈局規劃和工業園區規劃，完善土地利用規劃，林地保護利用、交
通、能源、水利等規劃，進一步形成與產業新區建設相適應的綜合規劃體
系，加快融入滇中產業新區。
安寧將進一步加快工業園區建設，使之成為滇中產業新區承接汽車、機械

設備、電子信息、新材料等重大產業項目的首選地。全面推進中石油雲南煉
油項目、石化配套項目等，爭取汽車城、裝備製造基地落戶。 （李守清）

從鈦礦開採，鈦精礦、鈦渣冶煉，鈦白粉、海綿鈦
到鈦錠、鈦坯、鈦卷、鈦軋材，一條以鈦為基礎的產
業鏈，使祿豐逐步形成中國最大的鈦產業集群，「中
國新鈦谷」漸行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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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來，隨 雲冶集團新立公司年產6萬噸鈦白
粉和1萬噸海綿鈦、昆鋼集團年產2萬噸鈦材深加工等
項目落地，祿豐正逐步形成從鈦礦開採，鈦精礦、鈦
渣冶煉，鈦白粉、海綿鈦到鈦錠、鈦坯、鈦卷、鈦軋
材的產業鏈。同時昆鋼集團在鈦帶材生產形成完整體
系後，建立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鈦研究開發基地，發
展鈦合金、鈦焊管、鈦板換熱器、鈦金屬製品、鈦精
密鑄造、鈦粉末冶金等項目，大大提升了鈦資源的附
加值。 （王颯颯）

中緬天然氣管道雲南支線安寧開工
去年12月8日，中緬天然氣管道雲南支線及

城市燃氣項目在安寧市開工。項目總設計21
條支線和13個城市燃氣項目，覆蓋雲南15州
市，總投資近46億元。
中緬天然氣管道工程作為四大能源戰略通

道之一，是重大天然氣管道項目，是具有重
大政治、經濟、社會和環保意義的國家重點
工程。中緬天然氣管道將於2013年6月建成。
項目的建設，對在中國西南地區開闢新的油
氣資源陸路進口通道，促進中國能源進口多
元化，增強國家能源供應保障能力，意義重
大。 （李守清、通訊員王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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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產業新區進入規劃編制階段，意味 該產業新區正在從設想變為現實，漸行漸近。雲南加快建設「橋頭堡」背景下啟動的滇中

產業新區，將成為雲南橋頭堡建設的核心區和開放新平台，「開放」注定成為關鍵詞之一，被賦予了諸多使命和責任。專家還建議在

滇中產業園內打造台灣產業園、澳門產業園和香港產業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雲南昆明報道

產業新區再造開放新平台

■安寧工業園區集中了該市80%以上的工業企

業，圖為雲南鹽化昆明鹽礦一角。

滇中崛起中國新鈦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