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黄国清

经 济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严勇、吉哲鹏)云南东川铜矿开采历史
逾 2000 年，“矿”成就了东川，辉煌之时，被誉为“天南铜都”。

1999 年，东川撤市建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因矿产资源枯竭、

经济发展停滞而降级的城市。“生态破坏、城市破旧、企业破产、
希望破灭”成为这座城落寞时的真实写照。

东川并没有消沉。2009 年 3 月，东川被列入第二批资源枯
竭城市转型试点城市。近年来，东川主动破除“靠资源吃资源”等
观念，闯出一条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新路。

思路活了：转型之路宽了

“各位脚底下就是我们的产品，通过自主研发，用原先的河
沙和矿渣做成的透水砖强度大，透水性好。”一家建筑公司的负
责人邢利元介绍。

思路活了，废弃物成了“香饽饽”。“按照老办法把河沙运到
昆明去，效益实在是太低了。”邢利元算起了账，“就地把河沙做
成产品，能卖到 1600 元一方，比之前 130 元一车沙值当不少
呢。”

这是位于东川四方地碧谷工业园区的云南中洲海绵城市建
材有限公司。作为当地产业转型的典型代表，中洲公司打破传统
思路，不仅让东川河沙“走出去”，自己还来了个“大翻身”。

好产品不愁没销路。2017 年，该公司承接了东川区旧
城改造及巧家县、个旧市的海绵城市样板路铺设工作；今
年又借“势”而上，主动对接云南省 6 个城市的海绵城市建
设。

“产品现在是供不应求，公司准备在蒙自、宣威等地再建
4 个厂。”邢利元信心满满。
记者了解，东川的转型之路越走越宽。目前，以稀贵金属、

机械加工、新型建材、新能源、生物制药五个新兴产业为支撑
的经济体系已初步成型。

资源活用：森林、泥石皆是宝

1985 年，东川森林覆盖率仅为 13 . 3%，水土流失面积占
其国土面积的 70%。

“以前整个山上都是光秃秃的，裸露的石头随处可见。”东
川区林业局局长王俊回忆。

东川人将“生态修复”摆在优先位置。2007 年至 2017 年，
东川累计人工造林 10 . 85 万亩，封山育林 12 . 6 万亩，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350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由 2007 年的 22 . 7%
上升到 2017 年的 31 . 09%，历年空气质量优良率均为 100%。

自 2004 年以来，东川趋利避害，依托境内的泥石流资源，
全力打造泥石流汽车、摩托车越野赛，该赛事已于 2007 年升
级为国家级正式比赛。

发展至今，赛事已连续举办了 14 届，直接吸引游客累计
超过 2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5 . 6 亿元。在越野赛带

动下，一批休闲产业蓬勃兴起；汽车销售、修理等行业也迅速
发展起来。

东川区委书记胡江辉表示，现在，“泥石流越野赛”代表机
遇，代表品牌，是东川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平台之一。

脱贫创业：主动“转身”谋发展

卸下“矿包袱”，摆脱“一铜独大”，东川转型发展成效初
显。昔日围着矿山“团团转”的东川人，自身在转型过程中如何
转身？

在铜都街道，2017 年年初成立了脱贫创业园。一年多时
间，就成为东川家喻户晓的“美食街”，整个片区共有餐馆 40
家，引摊入市商户 102 户，创业和就业总人数达到 380 人，其
中包括 51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来自因民镇的 31 岁的杨发莲，便是受益者之一。
“刚来这里，我什么都不会。老板出钱让我去蒙自和昆明

学习米线制作。”她说，学成回来后就跟着老板做羊肉米线。自
从今年 2 月份开张以来，小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的东川，主动谋发展的人越来越多，红土地上正在汇
聚一股庞大的创业洪流。曾经的破败之城，“面子”上好看了，
“里子”也变得厚实起来。

记者了解，从 2007 年到 2017 年，东川区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 10376 元增加到 30265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由 1814 元增加到 7800 元……

东川，正充满信心地走在转型发展路上。

不甘于降级，从“四破”中重生
云南东川探索转型发展新路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8 日电
(记者于佳欣、刘红霞、申铖)关键
之年要有关键之举。日前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五个坚
持”，其中之一是坚持深化市场化
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

回望 2018，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成为经济发展的鲜明标识；
展望未来，改革开放将继续为中
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添油加力。

持续深化改革，活

力不断释放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
直是‘老大难’问题，近期密集出台
的多项政策中，不少银行大大提
升了新增民营企业贷款比例，这
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大利好。”山
东一家财务管理公司负责人李琛
说。

李琛的话道出不少民营企业
的心声。11 月初，中央召开民营
企业座谈会，提出进一步减轻企
业税费负担、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六
方面举措，旨在进一步激发民营
经济发展活力。

改革中的问题只能靠深化改
革来解决。面对民营经济发展中遇
到的困难，今年以来，从降低民间
资本进入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门
槛，到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国企改
革重组，改革信号更加明确。

“新时代，不是缓改革，必须
加快推进；不是小改革，必须全面
深化；不是虚改革，必须啃硬骨
头；不是假改革，必须落地有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
民说。

结构性矛盾出现新变化，部
分经济指标增速波动，实体经济
困难与金融隐患并存……越是面
对复杂形势，越要保持战略定力，
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做好自
己的事。

一系列市场化改革蹄疾步
稳：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保护、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三项改革
联动推进；破除民间投资和民营
经济发展障碍；出台一系列减税
降费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个
税法启动大修；“放管服”改革不断提速……

一连串红利显现活力释放：民间投资今年以来一直保
持在 8% 以上的较快增速；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全国实有
市场主体 1 . 06 亿户；2018 年全年减税降费规模预计将超
过 1 . 3 万亿元……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何墨池如此评价过去一年半以来中
国的改革进程：中国改革大大提速，这体现在环保政策执行
力度加强、消费品关税大幅下调、地方营商环境和外资企业
研发环境改善等各方面。

主动扩大开放，底气愈发增强

这是一份靓丽的开放成绩单———
截至 11 月中旬，我国进出口总值已超过去年全年；在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滑的背景下，我国上半年吸引外
资逆势上扬，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根据世行
发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排名一次性提高 32 位……

在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增
加的当下，这份开放成绩单的取得尤为不易。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
今年以来，中国在多个场合不断释放坚定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的声音，以一系列务实举措向世界张开怀抱———
主动扩大进口。取消包括抗癌药在内的药品进口关税，

大幅度降低汽车、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由去
年的 9 . 8% 降至 7 . 5%，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
系列举措为促进进口创造条件。

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出台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放宽
外资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准入门槛，自贸试验区深化改
革创新，推出 53 条新举措，创新经验进一步复制推广，多领
域进一步向外资敞开大门。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为国内外企业营造一视同仁、稳定透明、可预
期的营商环境。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说，根据商会的调查，近些
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步很大，营商环境有了明
显提升。

越是面对不确定性，越要保持战略定力。“中国的开放
是‘做好自己事情’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按照自身发展逻辑做
出的主动举措，也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教授马力说。

深化改革开放，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坚定信心，把握主动，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持
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
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政治
局会议进一步释放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信号。

40 年的经验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取得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伟大成就的秘诀，也是未来继续迈向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原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王军认为，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的核心，就是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确立市场在经济运行
中的决定性作用，界定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行为规范。未
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
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同时，税收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
等都要相应跟进。

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
济研究部副部长张琦看来，未来，无论是实现国内高质量发
展，还是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都离不开中国高水平对外开
放，如此，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赢得发展主动。

张琦认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该在六方面着力，
包括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进一步开放市场、
促进公平竞争，继续深化自贸试验区等试点探索以促进机
制体制改革，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多双边自贸协定，在国
际竞争合作中不断提升开放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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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患有肝衰竭前，农民张亮甫一直在
外打工，江西、湖南、广东……最远甚至到过
马来西亚。5 年前，一纸诊断使他不得不放弃
工作并因病致贫。

今年 42 岁的张亮甫家住湖北省咸宁市
通城县，地处幕阜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全
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据通城县扶贫
办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当地仍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 12597 户。

生病前，凭着和妻子两人在外打工，张亮
甫一家四口的生活尚且过得去。然而随着他
的健康状况亮起红灯，每月看病的花销加上
两个女儿的学费、生活费，使这个本就不富裕
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

“在家待了两年，每月光药费就要四五百
元，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那时候生活确实比
较苦。”张亮甫说，“但苦等、苦熬不如苦干！”

2015 年在当地对口帮扶单位的帮助下，他开
始创办养鸡场。

初期因为规模小，张亮甫一家的日子仍
然过得紧紧巴巴。那时，他每天都会骑一个多
小时的三轮车去县城里推销自家的鸡肉、鸡
蛋。改变发生在去年 10 月底，一个令他意想
不到的转机出现了。

“有一天村干部找到我说可以申请贷款，
我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事儿。”张亮甫告诉
记者，申请由县扶贫办直接向银行提交，省去
了跑来跑去的很多麻烦。他只需在家里等待
工作人员上门审核，最后签订贷款合同。

据了解，扶贫小额信贷是专门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提供的，5 万元以下、3 年以内、无担保、免抵押、全
贴息的信用贷款。信用良好、有贷款意愿、具备就业创业潜质
和一定还款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可申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北分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政策与创新
中心负责人黄笑天介绍，为了便利贫困户贷款，银行还专门开
放了绿色通道，根据“随报随审”的原则，从申请、审核到最后
发放贷款通常不超过 3 天。

2017 年 11 月 1 日，张亮甫至今还能准确说出签订贷款合
同的日期。这天之后，他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 4 万
元扶贫资金，他将自己的养殖规模从 280 只扩大到 1500 只，年
收入也从 7000 多元提高到 6 万多元，是过去的近 10 倍。

据介绍，截至今年 10 月 31 日，咸宁市已累计发放扶贫小
额信贷 15812 万元，惠及 326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2 座山头，1500 只鸡，喂食、打扫、种地……通过自己的
辛勤劳动，张亮甫正在逐渐改变家里的窘境。

如今，张亮甫家的鸡因好品质而名声在外，有时甚至有外
省的客户找上门。眼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个曾经因病致贫
的湖北汉子心中充满感激。今年，他已经提前把贷款还清，并
准备开始第二期贷款。“国家政策这么好，我们必须把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张亮甫说。 (记者齐菲、李思远)

新华社武汉 12 月 18 日电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王俊禄)从“造老百姓买得起的汽车”，
到“造每个人的精品车”，再到“做新能源节能技术的引领者”，乘
着改革开放东风，我国第一家民营汽车制造企业吉利集团用产
品“说话”，持续创新升级，赢得了市场的认同。吉利汽车澎湃的
创新动力，也是中国制造实施创新驱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回响。

“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

吉利进军汽车行业得益于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身为吉
利创始人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回忆起自己 15 岁
那年，看到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道，萌发了创业的念头。

1981 年，李书福开了一家照相馆，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1986 年，李书福从生产冰箱配件、装潢材料和摩托车等开始，成
为制造业创业大军中的一员。1997 年，吉利正式进军汽车行业，
在浙江临海建立了首个汽车生产基地。同年 8 月，吉利的第一辆
整车下线。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吉利也拿到“准生证”，获
准生产轿车，开始规范化生产。

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
升，老百姓对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在当时，汽车价
格昂贵，属于高档奢侈品。

吉利敏锐地察觉到了市场需求和价格供给这一矛盾，果断
采取“低价战略”，提出“三五”造车目标，即“五万元、五升油、五
个人”，意即车子售价仅为五万元，跑一百公里只需五升油，车内
能坐下五个人。

价格低廉但质量过关的吉利汽车一举冲破轿车合资企业
的市场垄断，使轿车从奢侈品变成老百姓都买得起的消费品，
吉利成功跻身中国轿车行业十强。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吉利集团从“小作坊”起
步，靠着“小步快跑”“薄利多销”，探索了一条民族品牌走向世
界的造车之路。

“造每个人的精品车”

雪后的江南，气温骤降。但在浙江的一些汽车 4S 店，“一
车难求”的吉利领克汽车是一个常被问及的“热词”。今年 1-
11 月份，领克品牌销量 11 . 46 万辆，连续 5 个月销量过万辆，
尤其是获得了年轻消费者的广泛认可，成为中国汽车品牌向
高端化突破的领先力量。

在发展过程中，吉利不光追求价廉，更注重产品品质，其
间经历了两次“转身”。

在相继推出几款靠低价占领市场的车型后，2007 年，吉利
和经销商签署《宁波宣言》，宣布放弃价格战，向“技术先进、品
质可靠、服务满意、全面领先”转型，在技术、品质、服务、员工生
产条件、车内空气质量、零部件采购等方面，都提出新的要求。

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的技术水平也获得提升，2014 年
开始第二次转身，宣布“造每个人的精品车”的发展战略。吉利
车的平均售价从以前的五六万元提升到 8 万元，一些高端车
卖到 18 万到 20 万元，在市场上收获了良好的销量和口碑。随
着吉利汽车高端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单车售价逐年攀升，消
费族群也在不断变化升级，向一二线城市和年轻化转型。

这个从坊间出发、一锤一锤敲出来的汽车品牌，开始代表
中国的民营汽车企业，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芒。

“做新能源节能技术的引领者”

面向未来，如何打好转型之战？吉利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内，吉利通过持续性的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
外，以开放的胸襟、全球化视野，积极开展跨国并购，成为吉利
创新转型的关键之举。

吉利精品车战略的底气在于技术。2017 年，吉利和沃尔
沃联合推出开发的 CMA架构问世，引发行业震动。在技术研
发方面，吉利不遗余力。2017 年，吉利汽车收入超过 1100 亿
元，研发投入占 10%。

围绕“让中国的汽车跑遍世界”的目标，吉利积极对接国
家发展战略，不断推进中国民族汽车品牌的全球布局。2010
年，吉利并购沃尔沃，进入世界五百强，成为唯一入围的中国
民营汽车企业，也正式迈出了进军世界的步伐。

除沃尔沃汽车外，吉利还并购了宝腾、路特斯、戴姆勒，收
购了美国一家飞行汽车公司。吉利的人才也实现了国际化，控
股集团 1 .35 万名研发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来自全球 40 多个
国家。

目前，全球汽车工业进入新赛道。新能源汽车是吉利布局
的重点之一，吉利提出了“做新能源节能技术的引领者”的目
标，打算 2020 年销售的汽车中 90% 都是新能源汽车，自动驾
驶也在加紧布局。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契机，吉利成立曹
操专车，实现汽车制造商向平台服务商的转型。

从这里的“汽车语”听中国制造“引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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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王贤)得名于“大兴炉冶”的千年铜都

大冶市素有“百里黄金地，江南聚宝盆”美称。但无序开采、生
态恶化、矿竭城衰…… 2008 年 3 月，大冶市被国务院确定为
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近年来，大冶市以自我革命的勇气
破除资源依赖，在长江大保护中培育绿色产业，大冶市采矿业
占 GDP 的比重从 70% 以上降至 7 . 8%，主要经济指标在湖北
县域名列前茅。

“古今一洪炉，举世无双冶。”大冶市是我国六大铜矿生产
基地和十大铁矿生产基地之一。世纪之交，500 多座矿山近
10 万人参与采矿，每 9 个大冶人就有 1 个从事矿业。2001
年，资源型产业贡献大冶 70% 的工业经济总量、60% 的税收、
70% 的就业。

但矿终有挖完的一天。2006 年，因矿而设的龙角山、铜山
口、铜绿山“三大重镇”因资源枯竭、经济萧条被撤销。“一矿独
大”带来发展后劲乏力、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2006年，大冶共有塌陷区 80多处，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约
180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33%。由于河道
淤塞、地表水下降、重金属污染等，农田受灾面积 8万亩以上。

“资源饭”吃到了尽头，大冶何去何从？2008 年至 2017
年，大冶壮士断腕，分步淘汰“五小”企业 971 家，涉及产值
200 多亿元。

对“五小”企业，大冶不是一关了之。市委市政府出台相关
政策，支持企业家“上山下乡进城”再创业，同时成立冶商总
会，加强对企业家的引导与服务。

金湖街道曾是大冶矿冶开发最密集的区域之一，6 . 8 平

方公里内有 2 座矿山、8家冶炼厂、20 多家配矿厂。政府和当
地龙头企业劲牌有限公司正联手对其进行生态修复，计划两
年内将其变成生态园。

这些年，截污治污、矿山复绿、土壤修复等“治山、治水、治
土、治气”工程陆续上马。投资 5 亿元修复 39 处开山塘口，近 3
年，大冶累积复垦工矿废弃地 1530 余公顷，新增农用地 1370
余公顷。市域优良天气天数不断增加，GDP 能耗持续下降。

环境改善了，绿色产业起来了。从事家具制造的刘合伍在
家乡流转山地万余亩，由砍树人到植树人，带富了一方乡亲。
曾经的煤老板黄东平将目光转向养花植树，樱花园、红枫园、
腊梅园、海棠园、农家美食园和水果采摘园达 1800 亩。

围绕生态转型，大冶一手抓机电制造、饮品食品、新型建
材、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提档升级，一手抓高端装备制造、生
命健康、节能环保、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培育。

湖北迪峰换热器股份有限公司抢抓国家“气化长江”的机
遇，建成船用 LNG 燃料系统研发、制造、集成基地。公司董事
长伍佳元说：“通过战略调整，研发生产高端换热器和 LNG
相关产品，今年形势大好，主要指标同比增长 30% 以上。”

去年 4 月挂牌的大冶湖国家高新区，汇聚劲牌、迪峰、山
力、汉龙汽车等一批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2017 年，园区有
高新技术企业 100 余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470 多亿元。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说，从“地下”到
“地上”，从“黑色”到“绿色”，从依赖资源到超越资源，大冶从
“一矿为主、工业独大”到“三产并进、百业齐发”，走出一条长
江经济带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新路子。

从“大兴炉冶”到“百业齐发”
长江经济带一座资源型城市转型观察

▲这是大冶铁矿露天采矿遗址，后来被建成大冶铁矿矿
山公园（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这是昔日大冶市一处采矿的情景（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国经济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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