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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和“压
舱石”。近年来，彝良县以优势资源为依
托，紧盯矿权整合配置、要素保障和营商
环境改善，持续招大商引大资，一批大企
业大集团相继落户这片红色沃土，园区经
济、资源经济蓬勃发展，彝良工业破题起
势、展翅腾飞正当时。

发挥资源优势促招商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彝良是将军故里、

“天麻之乡”和世界天麻原产地，从白水江
畔到大黑山山巅，全县气候差异大，大山
大水大峡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多样性，孕
育了优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
独特的人文景观，全县自然资源、矿产资
源十分丰富。彝良县煤炭热值高，理论储
量 18亿吨，已探明 6亿吨，其中小发路片
区无烟煤属世界四大优质煤区块之一，平
均发热量 8500大卡，被誉为世界煤炭“王
中王”，已探明储量 2.44 亿吨；铅锌品位
高，初探储量 241.3 万金属吨，预测储量
1000 万金属吨以上，平均品位达 18%；硅
资源量大质优，初探储量达100亿吨以上、
远景储量200亿吨，两河毛家沟、角奎漆树
和钟鸣木龙原矿样品二氧化硅含量均高
达 98.86%—99.88%，达到硅质原料特级品
至一级品要求；生物资源富集，小草坝天
麻驰名中外，花椒、竹笋种植面积居全市
前列。

“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大的优势
就是原料优势。”7月 16日，彝良县委书记
郑磊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4年第六
次集中学习时说，并就3年来彝良稳增长、
破瓶颈、建产业、强基础、增动能等工作作
了阐释。

立足资源优势，彝良前瞻性谋划工业
布局，抓好项目论证、储备、备案等前期工

作。截至目前，全县滚动储备工业项目28
个，预计投资200亿元，为彝良工业经济持
续发展和延链补链强链下好先手棋，推动
彝良工业朝着多元化、集群化、现代化方
向发展。

突出资源招商、产业链招商和以商招
商，扛牢压实“一把手”招商主体责任。3
年来，彝良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赴
上海、浙江、湖南、安徽等地招商。仅今年
1—6 月，彝良“一把手”外出招商就达 10
次、“一把手”县内会见客商 95次，洽谈项
目12个（次），协议引资40亿余元；各行业
主管部门通力协作，主动出击、积极作为，
为项目引进牵线搭桥、联动发力。通过全
县各级各部门不懈努力，旗滨集团、安徽
杜氏、四川与美、汇弘矿业等企业先后落
户彝良，为彝良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强化要素保障促落地
“从项目开工到生产出云南第一块光

伏玻璃，仅用了 14个月，这得益于昭通优
良的营商环境，也展示了旗滨速度和旗滨
效能。”旗滨集团昭通光伏项目负责人刘
文召谈起项目入驻至生产过程仍感慨万
千。工业项目要落地，土地、道路交通、电
力等要素保障是关键。彝良直面没有矿
权、没有土地等困难，把用地指标保障和
矿权整合配置摆在首位，紧紧抓住国土空
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契机，彝良工业园
区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1730亩；为保障
工业发展空间，优化工业用地空间布局，
引导工业集聚发展，结合工业用地现状和
产业园区“一园四片”修编范围，积极开展
工业用地红线划定工作，全县划定工业用
地红线 6633.53 亩，其中工业用地保障线
1756.26 亩、工业用地拓展线 4877.27 亩。

在此基础上，彝良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
走”原则，建立健全重大项目报批“1对1”专
班服务机制和“并联审批+容缺受理+承诺
备案”服务模式，跑出服务项目“加速度”，
加快用地审批，先后保障了旗滨集团超白
石英砂精加工、凤彝硅产业园、钟鸣晨狮水
泥厂、110千伏寸田输变电工程等重点项目
用地，累计获批用地1244.65亩。

为保障企业顺利入驻、建成投运，彝
良不遗余力全面夯实产业园区“一园四
片”基础设施。2022年底，完成松林片区
临时用水、用电和临时道路建设；2023年，
建成投运永久性道路、用水、110千伏变电
站和 35千伏输电线路；今年 4月，启动建
设奎香片区供水、供电、供气等园区配套
设施，预计年底将建成投运。钟鸣片区察
尔岩水库、110千伏晨狮专线、双双公路四
改三提级改造已建成投用；小草坝片区交
通、电力等基础设施配置已基本成型。

优化营商环境促增长
“精准发力攻工业，要不断优服务、

稳增长、保存量、防变量。”彝良县委副
书记、县长陈霖说。3 年来，彝良坚持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
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理念，紧扣成本
最低、服务最好、办事最快目标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持续简政放权，深化“放管
服”改革，不断助企纾困；大力实施“千
名领导挂千企、当好暖心店小二”行动，
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彝良产业园
区建立企业走访机制，落实专人“一对
一”挂联企业，定期走访帮助企业解决
投资报数、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为企业专心营运、充分释放产能提
供了坚强保障。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2023年，彝良累

计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11.57 亿元，同
比增长206.5%；全县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32.6 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29.31%，年均增
幅达 9.77%；规上企业户数从 2020 年的 8
户增长到23户，净增15户；市场主体存量
相较 2020 年增长 114%，满意度从全市倒
数第四跃居正数第二，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市场主体倍增工作获市委、市政府表彰；
彝良产业园区排名从全省 71名跃升至 41
名，资源经济和园区经济发展取得重大突
破，工业转型升级阔步前行，2023年拉动
GDP增长10.5%，增速位居全市第三。

锚定目标绘蓝图
“推动旗滨项目投产，加快凤彝硅产业

园、合盛硅业、汇弘矿业等项目进度……不
断壮大产业集群，确保全县工业总产值增
长31%以上。”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
攻坚之年，彝良审时度势，着力抓住宏观政
策持续向好的红利，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系统谋划了今年全县新型工业发展蓝图和
具体目标任务。依托硅矿资源，着力抓好
项目建设、投产和转型升级，力争实现1000
万吨石英砂产能；依托煤矿资源，着力抓好
煤矿整合延链和复工复产等工作，充分释
放煤炭产能；精准抓产业链招商，大力招引
硅质材料、碳素材料、耐火材料等加工制造
企业，积极谋划一批自身契合度高、产业关
联性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项目。

围绕既定蓝图，彝良分解目标、细化
方案、压实责任，全县各相关部门锚定目
标，积极而为、主动作为，全县重点工业项
目顺利推进，工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捷
报频传。铅锌产业方面，彝良驰宏矿业有
限公司年产 60万吨原矿采选生产线项目
建成投产，今年铅锌产业工业总产值预计
达 20亿元以上；煤炭及碳素产业方面，中

杨能源年产 45万吨原煤技改项目即将投
产，昌能煤矿年产30万吨原煤技改联合试
运转，云成碳素年产 5万吨碳素技改项目
建成投产；硅产业方面，总投资10.78亿元
的旗滨光伏玻璃用硅砂精加工项目投产
运行，云南汇弘年产 100万吨光伏砂项目
开工建设，总投资30亿元的杜氏凤彝硅产
业园一期建设项目场地平整顺利推进，总
投资 3.66 亿元的彝良合盛硅业奎香松林
石英砂岩矿年产900万吨采矿及综合利用
项目即将开工；以天麻为核心的生物产业
方面，好医生集团天麻深加工项目建成投
产，总投资 1.2亿元的云南小草坝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彝良一心堂天麻加工项目即
将开工；绿色建材产业方面，晨狮建材公
司年产 100万吨水泥项目生产顺利，今年
可实现工业产值4亿元。

随着一批工业项目的建成投产和复
工复产，加之铅、锌、锗等工业产品价格回
暖，煤、硅等产业链逐步延长，今年彝良工
业经济将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并步入良性
发展。据彝良县工信商科局负责人介绍，
今年 1—6 月，彝良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15.5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5.3 亿
元，全年规上工业总产值可达 40 亿元以
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

风劲潮涌，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
更需策马扬鞭。如今的彝良工业，产业集
群逐步形成，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撑起了
县域经济和财税收入的“半边天”；未来的
彝良工业，必将继续砥砺前行、展翅翱翔，
谱写工业强县新篇章。

屋顶上、后檐沟里、吊脚楼下，都养殖有
肉牛，这是记者在盐津县豆沙镇石门村华坪
村民小组看到的养牛场景。

一头牛，半个家。近年来，豆沙镇严
格按照盐津县委、县政府产业规划布局，
立足实际，认真贯彻落实“3+N”富民产业
政策，把发展肉牛产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举措，精心谋划、周密部署，以硬招
实招做大做强做优肉牛产业，着力推进肉
牛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华坪村民小组52岁的朱安林和妻子，
把后檐沟一块 80平方米的空地建成了牛
圈，每年存栏五六头牛，2023 年卖 2 头牛
收入1.5万元，今年卖出3头牛犊收入1万
多元。

“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我们老两口在家
里养牛，既在劳作中充实了自己，又有经济收
入。”朱安林边给牛添饲料，边对记者说。盐
津县农业农村局高级畜牧师黄佑发还交代朱
安林说，圈养的牛一年要对体内体表驱虫两
次，再健胃补菌，让牛强身健体。

登上华坪村民小组张正松家 60多平
方米的楼顶，一半养着8头牛，另一半堆放
着草料。张正松笑着说：“楼顶养牛采光通
风良好，病害少，有利于牛生长。我把自动
饮水器和食槽分开设置，圈舍相对干燥一

点，方便牛散步。”
“我们采取的措施是藏牛于民，尽力

创造条件养殖肉牛。”豆沙镇肉牛产业办
主任王森边带记者参观了解这里的“奇
葩”养牛方式，边向记者说。

在华坪村民小组黄正贵家 100 多平
方米的吊脚楼里，靠墙里边是一排猪
圈，外面一排采光好的区域就是牛圈，5
头牛听见有人走动就纷纷抬起头来。
黄正贵家 2022 年投资 4 万元买了 5 头牛
（3 公 2 母）从事肉牛养殖。目前，3 头育
肥公牛价值 4 万多元，已经回本，还有
两头母牛和一头小牛，价值 2.5 万元。
黄正贵说：“我们自己种点苞谷和芭蕉
芋喂牛，不够了再买点。在田边地角种
植点牛草，苞谷成熟时收储苞谷秆，平
时就上山割草喂牛，一年下来就是赚些
辛苦费。”

“育肥牛一般两年半才出栏，一头母牛
一岁以上才能配种，之后每年可生一头小
牛。目前，半岁左右的小牛价值四五千元，
一岁左右的牛价值八九千元，两岁半左右
的育肥牛价值1.5万元左右。”王森介绍说。

近年来，豆沙镇按照“千家万户齐参
与壮大基础母牛群、能人大户强带动集中
育肥商品牛”的发展路子，通过能人带动、
示范引领，扩群增量，将小规模养牛、散户
养牛作为做大做强肉牛产业重要途径，积
极发展藏牛于户的发展模式，打造石门村
华坪养牛示范社带动农户参与肉牛产业
发展。通过宣传引导，养殖户从最初的12
户增加到现在的 25 户，肉牛存栏从 61 头
增加到141头。

豆沙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肉牛产业
发展，将肉牛产业发展作为促进乡村振
兴、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的关键工作来

抓，按下肉牛产业发展“加速键”。豆沙镇
将盐津县肉牛产业发展各类奖励补助政
策形成政策汇编，实行“见犊补母”制度，
对采用统一来源的云岭牛、安格斯牛冻精
改良配种所产的犊牛每头奖补 1500 元。
推行“养牛贷”贴息奖补，按照申请奖补时
的饲养规模分类贴息奖补。推广能繁母
牛养殖奖补，饲养管理人员经过统一的养
殖技术培训，所养殖能繁母牛按规定申报
动物检疫、实施强制免疫、购买养殖保险，
每头牛投保保额不少于 1万元，每头奖补
300元。还实施肉牛养殖圈舍建设奖补和
青（黄）贮饲料奖补，让群众在肉牛产业养
殖中享受到政策红利。

石门村千方百计壮大肉牛基地，目前
已建成一个养殖规模200头的规范化肉牛
养殖场，以该养殖场为中心基地，示范带
动全村 146 户农户养殖肉牛达 425 头，中

心养殖场采取“村党总支+企业+合作社+
农户”合作模式，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
补、效益鼓励”发展方式，不断夯实产业基
础，实现村民稳定增收。

今年初，豆沙镇制定发展规划，将肉
牛产业发展工作任务分解到村，确定各村
年终发展目标任务，层层分解指标、签订
责任书，做到责任、措施、人员落实到位。
通过明确目标任务、技术培训、现场观摩
等方式，全镇各村肉牛发展势头较好，形
成了产业发展你追我赶的良好局面。配
齐配强镇、村两级肉牛产业发展工作专项
人员，确保工作层层抓好落实。确定 3家

“牛超市”，通过“销售+服务”的方式，切实
带动豆沙镇肉牛产业发展。截至目前，豆
沙镇 755户农户养殖肉牛存栏 3507头，其
中能繁母牛2970头，全镇肉牛产业实现了
年产值8000多万元。

展 翅 腾 飞 正 当 时
——彝良县工业经济破题起势纪实

通讯员 彭 洪 文/图

豆沙镇：按下肉牛产业发展“加速键”
记者 陈忠华 文/图

石门村村民朱安林给牛添饲料石门村村民朱安林给牛添饲料。。 县县、、镇技术人员到豆沙镇石门村指导肉牛养殖镇技术人员到豆沙镇石门村指导肉牛养殖。。

彝良产业园区工
人正在车间作业。

彝良旗滨光伏玻璃用硅砂精加工项目全景彝良旗滨光伏玻璃用硅砂精加工项目全景。。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产业兴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