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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守清、芮田甜 昆

明報道）文山州硯山縣是中國三七之鄉，有
㠥連通泛珠、對接東盟的良好區位優勢，縣
域內資源豐富，經濟基礎強，產業發展潛力
巨大。硯山縣利用區位優勢承接東部產業轉
移，利用資源優勢發展高原特色農業，利用
政策優勢吸引商家企業入駐，目前已成為雲
南縣域經濟發展先進縣。

承接東部產業轉移
硯山縣縣長李紅介紹，硯山依托「通邊達

海」的區位優勢，正朝㠥雲南省承接東部產
業轉移示範基地邁進。在硯山縣工業園區
內，世界500強香港美泰公司年產3300萬件
玩具項目落戶，項目建成投產後，預計可實
現年產值1億元以上，僅一個項目就將帶動
就業4千餘人。
硯山工業園區規劃面積30平方公里，累計

投資近5億，引進入園企業60餘戶，從業人
員達1.07萬人。空間佈局為「一園四片」，
包括硯山工業園區，布標銃卡承接產業加工
示範區、三星新型建材加工示範區、阿捨循
環經濟示範區、平遠特色農產品加工示範
區。根據園區的發展定位，未來的硯山將是
新型建材、承接沿海東部產業轉移、特色農
產品加工、三七為主的中藥材加工基地。
2012年，園區實現工業總產值80億，佔全縣
工業總產值85億元的94.1%。

匯聚現代農業特色產業
同時，硯山縣還有㠥國家級現代農業示範

區、國家級農產品主產區、雲南省高原特色
農業示範縣等榮譽稱號。目前，硯山正發展
壯大「三七、烤煙、辣椒、蔬菜、畜牧」五
大特色優勢產業，重點培育「油料、種子」
等兩個新興產業，形成了「公司+基地+農戶
+科技」現代農業特色產業集群。2012年，
硯山農業總產值實現25億元，比上年增長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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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域經濟促雲南GDP破萬億
2012年，雲南省GDP突破萬億，備受矚目，雲南

經濟的跨越發展與縣域經濟密切相關。
雲南省第九次黨代會指出，強滇之基在於強縣，

跨越發展的基礎和支撐在縣域，潛力和希望也在縣
域。
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2012年，雲南省調整完善

城鎮發展思路，對山地城鎮建設進行了全面部署，
城鎮環境進一步改善，城鎮化水平提高到36.8%。
同時，雲南省收集和梳理了全省129個縣（市、區）

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重點項目和工程10000多項，近
5萬億投資項目儲備庫，提出了產業興縣、強基興
縣、科教興縣、引商興縣、擴鎮興縣、富民興縣、
放權興縣、開放興縣的「八策興縣」路徑。

特色農業再造縣域
縣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優勢產業和特色產業的支

撐。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一個城市的未
來生命力在於自主創新能力，只有自主創新，城市才
能發展下去，才有競爭力，而這種自主創新能力就來
自於產業新城。在中國目前的城鎮化過程中，縣、鎮
等小城市成為產業新城的重點發展區域。」
對於雲南而言，自然資源豐富、生態環境優越是

最大的優勢，邊疆民族山區貧困則是最大難題。在這
樣的基礎上，發展高原特色農業成為了雲南優勢最大
化的必然選擇，也成為了興邊富民的有效途徑。
秦光榮指出，縣域經濟的最大特點在「農」，這是

解決「三農」問題的大課題大任務。2012年，雲南
省在優勢資源的基礎上，深入推進農業產業化，新
增2億元省級財政專項資金、統籌整合10億元涉農資
金，扶持農業龍頭企業發展。全省農業產業化龍頭
企業實現銷售收入1150億元，農產品加工值突破

1300億元。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1.56萬個，社員35
萬戶，帶動農民176萬戶。
在農業產業化的帶動下，2012年，雲南的煙葉、

橡膠、核桃、鮮切花、野生菌產量全國第一，蔗
糖、茶葉、蠶桑、水果、畜牧產品等在全國佔有重
要位置。
各縣（市、區）也因地制宜，紛紛打造出了自己

的「高原特色農業品牌」，呈貢的花卉、曲靖的蔬
菜、普洱的茶葉等農產品更邁出了走向世界的步
伐。

七成財政投民生圓「城鎮夢」
2012年1月，中國的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世

界紀錄。大批農村人口懷㠥自己的「城鎮夢」來到
城市，他們在為城鎮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渴
望的是更多的就業機會、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加幸
福的生活。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昌智認為：「縣域經

濟要以人為本，把解決民生問題作為出發點、落腳
點。縣域經濟也好、其他的經濟也好，一切的發展
都是為了人，都是為了讓人們享受發展的成果。」
在發展縣域經濟的過程中，2012年，雲南省70%

的財政資金都投向了民生領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長10.3%，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3.9%，減
少貧困人口150萬人，鄉鎮公路通暢率達92.6%。
面對乾旱、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挑戰，雲南

省專門安排22億元資金，補助30萬戶農民開展危舊
房改造和地震安居工程。
面對未來，雲南省提出了「促進進城農民轉變為

城鎮居民」的目標。此前，雲南省指出：「以農民
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進城落戶為突破口，深化戶
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寬中小城鎮落戶條件，建立健
全就業創業扶持、教育、住房、社保、醫療衛生、
農村土地管理等機制，落實好進城農民權益保障措
施，確保實現120萬農村人口轉戶進城。」

南澗：樹「無量」生態農業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艷娟 昆明報道）從「無量山高，南澗茶好」一句

在雲南大理境內流傳許久的諺語，從中便可嗅到自然生態綠色的氣息；再到
如今走俏市場的無量山烏骨雞，無一不是南澗良好生態環境中蓬勃發展起來
的綠色生態農業的生動寫照。
近年來，南澗縣圍繞「高山、淨土、生態」這一南澗特徵，大力發展有機

生態農業，推進生態農業示範縣建設，衍生發展起來的「一片煙、一杯茶、
一個核桃、一頭牛、一隻雞、一棵藥」六大高原特色生態農業產業欣欣向
榮。目前，南澗縣茶園面積10.8萬畝，累計實現產值8.53億元；泡核桃面積
75.6萬畝，累計實現產值9.12億元；無量山烏骨雞評為「雲南六大名雞」之
一，2012年出欄無量山烏骨雞180萬羽、肉牛7.9萬頭，實現畜牧業產值6.14億
元；招商引入雲南維和藥業，並與其攜手在無量山中打造總面積82平方公里
的「無量藥谷」；引進並註冊成立雲南億樺惠農科技有限公司、雲南靈寶無

量山土特產有限公司等
企業發展林下中藥材種
植，累計完成投資4億
多元，種植三七、重樓
等中藥材1萬多畝。
未來幾年，南澗縣將

堅持走有機農產品發展
之路，推動區域化佈
局、規模化發展、標準
化生產、一體化經營、
品牌化導向的生產模
式，加快高原特色生態
農業發展，力爭2017年
末實現農業總產值40億
元以上。

德欽：建全球頂級葡萄酒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颯颯、吳燕飛 昆明

報道）「過不了多久，
鍾愛葡萄酒的人士就將
喝到來自梅里雪山下的
頂級葡萄酒了」，德欽
縣縣長格桑朗傑介紹
說，2013年4月由法國
酩悅軒尼詩公司與華澤
集團打造的世界頂級酒
莊將正式落戶德欽縣阿
東村，這已經是第四家
鍾情德欽葡萄而入駐迪
慶州的企業。
德欽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和優質葡萄品種，決定了德欽種植出世界一流的

釀酒葡萄。就在不久前，太陽魂集團用德欽葡萄生產的冰葡萄白酒在世界葡
萄酒博覽會上就獲得冰酒類唯一殊榮，一舉奪得金獎。格桑朗傑表示，葡萄
種植已成為德欽農戶致富增收的支柱產業之一，今年為進一步加大葡萄酒產
業，縣裡決定在已建成的1.35萬畝優質釀酒葡萄基地基礎上，計劃再推7500
畝，共達2萬畝優質釀酒葡萄基地。
目前，德欽縣圍繞以市場為導向，以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為目標；以企

業為龍頭，依靠科技進步，加大投入力度，實施品牌帶動戰略，按照發展
現代農業的要求，圍繞「擴面積、創高產、保增產、促增收」的農業工作
思路，推動葡萄規模化種植、標準化生產和產業化經營，全面提升葡萄產
業綜合生產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推進葡萄產業又好又快發展。與此同時，
德欽縣還將繼續加強政府、企業和高校科研機構間的合作，進一步做大做
強德欽葡萄產業，把德欽建成享譽全球的葡萄酒生產基地。

■雲南政協委員們在討論政府工作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芮田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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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譽海內外的香格里拉大藏秘紅酒生產線

迪慶州政府辦供圖

■南澗良好的生態環境為發展高原特色生態農業

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圖為雲霧中的南澗無量山茶

園及櫻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艷娟 攝

■2012年，雲南省

加快縣域經濟的發

展，取得明顯效果。

圖為新落成的普洱市

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

谷。

古人云：郡縣治，天下安。縣域富強，國家才能夠繁榮興盛。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指

出：「縣域經濟就是全省經濟，縣域經濟的總量和規模，決定㠥全省經濟的總量和規模，

沒有縣域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全省經濟的大跨越。」2012年，雲南省將縣域經濟作為「三

大戰役」之一，開啟了縣域經濟實現跨越發展的新篇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婷 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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