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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云南大关产业园区，一个个企
业开足马力、生产正酣，一个个项目加快
推进、落地见效……火热的生产场景、奋
进的建设场面，奏响了大关高质量发展
的交响曲。

近年来，大关产业园区认真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
紧紧围绕《云南省开发区振兴三年行动
（2023—2025年）》和市委深入推进“六大
战略”、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及
大关县“三大战略”要求，以“资源经济、园
区经济、要素保障”为载体，全力推进园区
经济提质增效。

完善提升配套设施
坚持以产业谋划布局，以规划引领产

业发展，落实“一园多片区”统筹发展，以
省级园区为依托，结合县内石灰石新材
料、肉牛、竹笋加工、石英石、高岭土、玄
武岩、铝土矿、页岩气等循环经济产业情
况，统筹园区空间布局，科学编制《云南
大关产业园区发展规划》，形成“一园四
片”空间规划体系，规划总面积达 13.27
平方公里，为企业入园创造了条件。园
区先后累计完成投资约 11亿元，建成道
路3条6公里、供水管道5公里、排污管道
12公里、标准化厂房约10万平方米、员工
宿舍及配套用房约 0.8万平方米，新建污
水处理厂2座，在建标准化厂房约12万平
方米、园区循环道路5.4公里，正在谋划建
设一座物流园、一座给水厂、一座污水处
理厂。同时配套完成了电力、通信及绿化
等设施，基本实现了“五通一平”，各片区
承载力、吸引力、企业入园率明显提升，为
园区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主动对接招商引资
立足全县特色资源优势和园区特点，

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扎实开
展“招大引强”和“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年”行动，制定招商企业名录和档案，编印
招商政策汇编、宣传册和资源投资指南，
谋划招商项目 18个，先后赴广州、浙江、
陕西等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在强化产
业招商上下实功，强化以商招商、园区招
商，加快引进高技术、高附加值企业。进
一步发挥已落户企业的优势开展以商招
商，着力实现“引进一个、招来一批、带动
一片”的磁场效应，不断延伸产业链。充
分利用南博会等重点节会开展招商，招引
一批优质项目落地大关。持续加强对外
宣传推介，不断提升大关产业资源知名度
和影响力。2023年，签订招商合作协议8
个，到位资金4.05亿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大关产业园区认真落实县委关于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当好“暖心店小二”的要
求，严格按照廉洁纪律有关规定，强化讲
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营商服务
理念，不越红线，守牢底线，正确处理好园
区干部职工与企业的“亲”“清”关系，做到

“有呼必应、无事不扰”，为企业发展和项
目建设提供精准、高效、优质、及时的服
务，心无旁骛当好“暖心店小二”，做到服
务企业“零距离”、办事效率“零延误”、生
产经营“零干扰”。

按照《云南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三
年行动计划（2022 年—2024 年）》目标要
求，努力在营商环境、要素保障、群众工
作、排忧解难等方面强化干部作风和工
作效能建设，注重解决入园企业的实际
困难和需求，要求园区干部职工从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致力为企业提供暖心服
务，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同时，大关县纪
委监委聚焦营商环境的堵点、痛点、难点
精准发力，列出 4 个方面 28 项主要任务
清单，组建 3 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取

“蹲点式”“体验式”“嵌入式”等方式，紧

盯惠企政策落实不到位、政务服务不力、
不作为慢作为等重点问题，深入重点部
门开展明察暗访。建立问题线索移交

“绿色通道”，以“日报告、周分析、月通
报”形式汇总信访受理、办结情况，对涉
及损害营商环境的信访举报、问题线索，
优先处置、挂牌督办、限时办结、销号管
理；对涉及职能部门能够解决的问题，及
时跟进关注其整改进展情况；对涉嫌构
成违规违纪违法的问题，通过自办、转
办、交办、督办等方式及时办理，确保企
业和群众诉求“接得住”“办得好”。

人才赋能产业发展
大关县始终把人才工作作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充分发挥大
关的资源优势和“组团式”帮扶的机遇，建
立苏华维、董文渊等2个省级专家基层科
研工作站，成功申报省级星创天地 1个，
申报2022年“兴昭人才支持计划”6人，帮
助大关培育一批本土人才，努力打造一支
带不走的新时代产业人才队伍，持续为大
关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为探索大关县筇竹人工种植和管护、
高端牛肉生产和降低肉牛养殖成本，通过
政府搭台、专家助力、人才引领等方式，先
后在木杆镇和上高桥回族彝族苗族乡成
立了董文渊、苏华维2个省级专家基层科
研工作站。在苏华维专家组的帮助下，大
关县琦鑫农产品生产有限公司成功解决
了养殖、培育、排酸等技术困难，让昭通黄
牛能长出优质雪花牛肉，并保持鲜嫩。同
时，苏华维专家组还帮助该公司建立标准
化肉牛育肥场5个，可集中育肥养殖肉牛
1000 头，公司建有牛肉食品加工厂 7000
平方米，拥有国内先进的牛肉食品生产
线，年产能可达 1000 吨。在董文渊专家
组的帮助下，大关县解决了筇竹育苗、种
植、管护、采收、加工等全环节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强化全产业链培育，树立标准意
识、品质意识，不断提升筇竹原产地核心
竞争力，努力将品牌推介出去。截至目
前，通过筇竹品牌全链条创建，已认证“绿
色食品牌”产业基地、有机筇竹笋基地
45.28 万亩，筇竹总面积达 100 万余亩。
2019 年和 2022 年，大关县被省政府列入
全省 20 个“绿色食品牌”发展特色县，
2023年5月，“大关筇竹笋”获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认证，全县筇竹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生态产业化，筇竹出大关”的美好愿
景正一步步走向现实。

守牢安全环保底线
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安全

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监督管理网格化、
督查检查常态化、工作责任清单化、整改
落实台账化”四化安全监管机制，常态化
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自园区成立以
来，共计对 18家企业、7个在建项目开展
安全生产检查5次，全年开展排查6轮次，
排查整改问题45个，开展各类安全培训5
次，培训企业人员312人次。围绕危险化
学品、燃气安全、消防安全等领域开展专
项整治8次，实现园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全覆盖，切实消除园区企业在各领域存在
的突出风险隐患，保障园区安全形势稳定
持续向好，杜绝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
推进绿美园区建设。2022 年以来，园区
投入资金 814.73 万元，新植绿化苗木
31130余株，截至2023年10月园区建成区
总面积 132256.45平方米，已建成绿地面
积33422.16平方米，园区建成区绿地率已
达到 25.27%，雪松、桂花、滇朴、樱花等乡
土树种使用率达 92%以上，符合《云南省
绿美园区推优学优方案》产业园区建成区
绿地率达标率为 15 %的推优学优标准，
并于2023年11月成功申报为绿美园区。

壮大提升综合实力
2023 年，大关产业园区聚焦光伏、

页岩气新能源、石灰石新材料、竹笋、牛
肉特色农产品加工、硅砂、高岭土、玄武
岩、铝土等重点产业不断发力，园区综
合实力不断增强。新认定高新技术企
业 1 家、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 5 家、星创
天地 1 家，园区企业总数达到 23 家，累
计培育规上工业企业 7家。园区实现工
业总产值 10.82 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
完成 9.65 亿元，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
1.94 亿元，完成能源外工业固定资产投
资 12.76 亿元。在 2022 年度开发区高质
量发展试评价结果中，大关县在 61 个
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试评价排名第 45
名，在 78 个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试评价
综合排名第 46名。

海拔 2400米的彝良产业园区松林片
区，被称为“云端上的园区”，依托丰富的
硅矿资源，办公楼、宿舍楼、食堂楼等建筑
拔地而起，长800多米、宽150米的厂房全
部建成，厂区内密集的输送管道长达 10
千米以上，大型机械设备日夜不停地运转
着，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硅砂……

这里是刚投产不久的年产200万吨硅
砂的彝良旗滨光伏玻璃用硅砂精加工项
目一期物理提纯工艺生产线，是彝良产业园
区发展资源经济的重点项目，也是昭通市打
造千亿元级绿色硅铝产业的重要一环。

打造西南优质硅供应基地
彝良旗滨光伏玻璃用硅砂精加工项

目位于彝良县奎香苗族彝族乡松林村上
寨村民小组，总投资约10亿元，分两期建
设，一期计划投资5亿元。项目自2022年
12 月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在各级各方的
共同努力下，工程建设进度已完成 95%，
生产线已正式投产，正抓紧进行土建扫
尾、外墙装饰、厂区绿化、道路硬化等工
作。5月15日，彝良旗滨光伏玻璃用硅砂
精加工项目的下游工厂旗滨集团云南昭
通光伏高透基材一期项目在昭阳区旧圃
镇后海村点火成功，4条日熔化量为1200
吨的超白光伏玻璃基片生产线建成。

彝良县硅资源储量在 200 亿吨以
上，居全省首位，有石英矿登记矿权 13
个，主要分布在奎香片区、钟鸣片区和
小草坝片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彝良
县提出了“打造西南片区优质硅材料供
应和硅基材料加工基地”的发展定位，
奎香片区就是彝良县重点建设的“硅
谷”。位于奎香乡处乐村的彝良县凤彝

硅产业园，由安徽杜氏集团投资建设，目
前正在进行项目场平。项目计划分两期
建设，总投资60亿元，其中一期计划投资
30亿元，新建年产 200万吨高纯石英砂、
10万吨高硼硅玻璃及1000万只高档玻璃
制品生产线；二期计划投资30亿元，新建
两条光伏玻璃生产线。

“我们马上要按要求启动矿山标准化
厂房建设和生产线升级改造，今年7月份
升级改造完成后，生产线不仅能够实现绿
色、智能化生产，生产能力还将从年产 50
万吨提升到 500 万吨。今年一季度公司
有3000多万元的产值，全年可完成8亿元
到 10亿元的产值。”在松林村，彝良万达
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秀明信心满满地
对记者说。郑秀明介绍，公司计划将今年
的营收新建一个年产 200 万吨的石英砂
洗选厂，2025 年投产后公司的产值将比
现在翻一倍，达到近20亿元。

彝良县沐阳硅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彝
良万达工贸有限公司目前的下游企业，石
英砂洗选厂里二三十名工人正在检修、清
洗设备，6 间库房分类别堆满了石英砂，
几辆车正在装运石英砂。“我们是2019年
建成的两条石英砂水洗系统生产线，今年
一季度生产了7万吨石英砂，卖给了西南
地区的一些光伏玻璃厂家当原材料，市场
销售情况良好。”彝良县沐阳硅业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王雁明说。

目前，随着旗滨集团、杜氏集团的落
地以及原来园区几家企业的升级和扩建，
彝良“硅谷”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依托资源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
彝良产业园区是云南省独立保留的

89个省级及以上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
之一。在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彝
良产业园区紧紧依托优质丰富的高原特
色农业生物资源，坚定不移地践行“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着
力提升园区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园区内生发展动力持续增强。

巴食川珍农业发展（彝良）有限责任
公司 2020 年落户彝良产业园区，依托彝
良100万亩竹产业资源，建成竹笋深加工
项目，2023 年实现产值 8000 多万元。经
过市场的持续拓展、产能的进一步提升。
今年一季度，企业产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超过1000万元。总经理黄中权说：“我
们都是订单式生产，一季度的情况比较
好，产品一直供不应求，实现了3800多万
元的销售产值。”黄中权说，公司正着手新
建一批生产线，8 月份投产后，生产能力
将得到大幅提升。为进一步丰富生产内
容，公司谋划把竹笋事业部总部从成都市
搬迁到彝良县，在现有生产线的旁边再建
一条生产线。

据了解，巴食川珍农业发展（彝良）有
限公司从2023年开始，就和5个产笋大村
的村集体经济公司合作，分别在本村新
建 1 个竹笋煮熟杀青的初加工厂，并在
小草坝镇建设竹笋深加工厂，形成竹笋
收购、初加工、精加工和包装的一条龙生
产模式。黄中权说：“这 6 个厂在 8 月份
开始投产，计划今年收购、处置竹笋
18000 吨 ，2025 年 的 生 产 能 力 将 达 到
35000吨左右。”

锚定目标发展振兴园区经济
战略精准是制胜的关键。当前，云南

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关期、政策叠加
的机遇期、后发赶超的奋斗期，省委、省政
府提出了“3815”的目标，要求大力发展资
源经济、全面振兴园区经济、加快发展口
岸经济（“三大经济”）。

找准优势锚定发展“着力点”。彝良
资源禀赋优渥，已探明煤炭储量18亿吨、
铅锌241万个金属吨、硅矿储量200亿吨，

“小草坝天麻”、竹笋等驰名中外。近年
来，彝良县立足资源优势，以资源换产业，
以园区聚产业，坚持把培育新兴产业、加
快经济转型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提升工业
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经
济发展提质增效。彝良县已规划设置石
英砂矿采矿权 16 个，规划年生产规模
4600 万吨，年开采原矿可达 500 万吨，是
昭通“五个千亿元产业”中硅铝产业的重
要原料保障区。

加强要素保障建成“强磁场”。彝良
县成立了由县长任主任的云南彝良产业
园区管理委员会，做大做强产业园区。成
立要素保障专班，由县分管领导负责，从
自然资源、林草、环保、水务、工科、园区等
部门抽出专人，建立彝良工业用地数据
库。协调推进高速公路组网和产业公路
建设，加快矿区、项目规划区公路连接主
干道的提级改造，建设专用道路，打通运
输难的“最后一公里”。协调电力、天然气
等部门，在工业用地数据库土地周边提前
规划变电站和天然气管道，为项目落地提
供支撑。彝良县积极争取 3亿元专项国
债，共筹集 6亿多元，全力推进奎香片区
建设保障工作，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的
21.1公里长的产业路及两个日供水分别
为 1300 立方米、2000 立方米的供水项目

已建成投用；由南方电网投资近3亿元建
设的 110千伏变电站和 35千伏输电线路
也已建成投用；供气站、污水处理厂等其
余配套设施正加紧建设。

改善营商环境招商形成“增长极”。
彝良县大力整治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
改革，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加快建设

“网上办”“掌上办”“一窗办”体系，推进事
项清单化、流程规范化、服务网络化。结
合实际出台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招商优惠
政策，对招商落地的项目专班推进，从项
目选址到建设投产全程提供“保姆式”的
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各种问
题，助推项目快速投产。昭阳和彝良打
破地域限制，优势互补地建成了旗滨光
伏玻璃产业链。

招大引强新兴产业“集群化”。按照
奎香、松林、小草坝、钟鸣“一园四片区”
的发展格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新材料等为重点，定向引进具有核心
地位的企业，着力招大引强建链延链补
链强链，致力于建设云南省绿色硅产业
基地、生物资源加工产业基地以及昭通
市工业转型发展示范区。目前，园区入
驻企业达 43 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 22
家。2023 年，全省园区排名上升到 41
名，园区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
进一步显现。

“2023年，我们园区的整个产业规模
已经达到了32.5亿元，主要集中在硅矿产
业以及我们的碳素产业上。今年一季度
我们的整个产值近8亿元。2024年，我们
的产值预计将会达到42亿元。”彝良产业
园区管理委员会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陈俊霖说。

彝良旗滨光伏玻璃用硅砂精加工项目生产设备。

大关产业园区一角。

建设资源经济的“磁场”
——彝良产业园区发展综述

记 者 陈忠华 文/图

凝心聚力谋发展 厚积薄发迈新程
——大关产业园区发展纪实

通讯员 吴臣飘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