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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三大经济”促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170.43 亿元，同比增长 5.1%，主要经济指

标持续恢复。“我们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口

岸经济、园区经济，有效应对严重干旱、投

资结构调整、有效需求不足等多重影响，突

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全省

经济发展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回升向

好态势。”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郭金华说。

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前不久，云南杉杉 30 万吨锂电池负极

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在昆明市安宁产业园区

成功投产。在该项目签约落地到投产期间，

安宁产业园区全力保障项目要素需求，攻克

建设难题，最终实现点火投产仅用 247 天。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昆明市 3 个国家级开

发区和 13 个省级产业园区累计完成规模以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2317.3 亿 元 ， 占 全 市 的

86.6%；同比增长 2.4%，高于全市 0.8 个百

分点，工业园区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地位不

断凸显。

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加快发展口岸经

济、全面振兴园区经济，是云南省委、省政

府在深刻分析本省发展态势、比较优势和增

长潜力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郭金华表

示，今年以来，云南省积极挖掘资源利用、

口岸提升和园区建设潜力。目前，“三大经

济”已成为云南省产业发展新引擎。

资源经济方面，上半年，云南省高原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蔬菜、茶叶、鲜

切花、水果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3%、1%、

10%、8.9%，秋粮播种进展顺利，猪牛羊禽

肉 产 量 增 长 4.5% ； 重 点 工 业 产 业 快 速 增

长，烟草、新能源电池、硅光伏产值同比分

别增长 6.4%、140%、47.3%，成为工业增长

重要拉动力。

口岸经济方面，云南全省口岸通关稳步

恢复、通关效率不断提升，上半年口岸实现

进出口货运量、货值同比分别增长 51.3%、

21.8%。中老铁路累计货运量、旅客量同比

分别增长 105.2%、152.7%。同时，云南省制

定实施口岸建设三年行动，安排 9 亿元财政

资金，支持磨憨、瑞丽、河口等 3 个国际口

岸城市建设。

园区经济方面，云南省优化园区管理体

制机制，推动重点产业向园区集聚发展。上

半年，全省 89 个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9.7%，高于全省 4.7 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4.5%，远超全省平

均水平；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2%，

高于全省 9.3 个百分点。

近日召开的云南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提

出，要一体推进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

经济，加快沿边产业园区和国际口岸城市建

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抓实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推动新兴产业集链成群，坚决打赢经

济转型升级攻坚战。

郭金华表示，随着“三大经济”一体化

推进，云南省烟草、能源、有色、高原特色

农业、旅游的传统资源优势将进一步发挥，

绿色铝硅、新能源电池、新材料、先进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将加速向园区集

聚，现代物流和外向型产业正为全省经济发

展提供新动能。

工业运行回升向好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发挥着顶梁柱

作用。云南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上半

年，云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快于一季度 0.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

均增速 1.2 个百分点。

能源产业是云南省第一支柱产业。今年

上半年，云南省遭遇严重旱情，水电减发

350 亿千瓦时。面对电力保供严峻形势，云

南省安排能源保供财政引导资金 10 亿元。

同时，电厂加大电煤采购力度，强化电煤中

长 期 合 同 履 约 监 管 ， 推 动 履 约 率 提 至 近

100%，汛前全省火电机组做到全开满发。

作为绿色能源大省，云南省先后出台风电、

光伏发电等价格政策，激励新能源项目加快

投产。

“工业增长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从

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三大门类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较快，

累计同比增长 8.4%，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 3.4 个百分点，成为全省工业

增长主要支撑力。”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总工程师杨晓明说。

此外，以新能源电池、硅光伏制造为代

表的绿色制造业不断壮大，云南省工业发展

新动能持续增强。上半年，新能源电池制造

业增加值、硅光伏制造业增加值、电子信息

制造业增加值、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0.4% 、 47.3% 、 60.3% 、

71.3%，工业运行质量持续提高，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2%，拉动规模以上

工业增长近 4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79.6%。

工业增长与前期投资密不可分。上半

年，云南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32.7%，其

中，能源投资同比增长 61.7%，能源以外工

业投资自 2016 年以来首次超过交通投资。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20.5%， 占 比 超 过 房 地

产 、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 是 投 资 规 模 最 大 的

领域。

杨晓明表示，下一步，云南省将加快推

动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培育壮大新动能，加

大经营主体培育力度，深入实施助企纾困，

推动工业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

消费市场快速复苏

雨季已至，云南省各类野生菌在山间林

下纷纷破土而出。恰逢暑期，到云南省享清

凉 吃 菌 子 成 为 许 多 游

客 的 选 择 。 玉 溪 、楚

雄、迪庆等地适时举

办野生菌相关文化

旅游活动，吸引游

客纷至沓来。

美 食 、 美

景、美味构成

了云南美好生活。今年以来，云南省文旅市

场全面复苏，“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

云南省旅游新名片。春节、“五一”、端午假

日旅游市场持续火爆，带动交通运输旅客周

转量同比增长 106%。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娄可伟说，

1 月至 6 月，云南省接待游客 5.39 亿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 6394.3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0.0% 、48.8% ，是 2019 年 同 期 的 134.9% 、

122.2%。文旅经营主体数量过万，达到 10862

家。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7%。

全省文旅部门强化市场秩序整治，文旅经济

快速发展。

旅游火热带动整个消费市场复苏。云南

省积极出政策、办活动、育主体、优供给，多措

并举恢复和扩大消费，上半年，全省消费市场

保持恢复增长态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5597.92 亿元，同比增长 8.7%。

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表示，通过

各类促消费活动以及联动电商平台、企业开

展网上直播等促销活动，云南省绿色消费、餐

饮消费、线上消费快速增长。上半年，全省限

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照相器材、可穿戴智

能 设 备 、智 能 手 机 零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0.5%、53%、19.6%、16.7%，餐饮收入同比增

长 21%，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6.5%。

为畅通经济循环、不断释放消费潜力，今

年，云南省还将出台促进家居消费政策措施，

持续发放“彩云家电消费券”，开展“家居焕新

季”、家电下乡、家电家具以旧换新等活动，抓

住中秋、国庆、“双 11”等消费节点，围绕“彩

云暑期惠”“彩云金秋购”“彩云年终惠”等开

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

□ 本报记者 曹 松 管培利 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童

政

特 色 产 业 具 有 地 域 特 色

强、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

等特点，其发展对于扩内需、促

消费、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广西先后打造粮食、蔗

糖、水果、优质家畜等 6 个千亿

元产业集群，糖料蔗、水果、蚕

桑、茉莉花（茶）等产量长期位

居全国第一，为乡村振兴和地

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实践表明，特色产业做成

大产业，在促进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要做大特色产业，必须深入

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构建产业

生态系统。为打造千亿元特色

产业集群，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组建十大重点产业专

班 ，出 台“1 + 17”产 业 系 列 规

划，明确特色产业发展的目标、

方向、重点，并通过政策支持、

资金扶持、技术创新等手段构

建产业生态系统，为特色产业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些符

合实际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

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

特色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要

在特色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

优化升级，提高产业附加值和核

心竞争力。立足资源禀赋，优化

产业布局，在各地建立起较为明

晰的、与当地资源要素相匹配的

主导产业体系，确保量的合理增

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同时，加强特色农产品的科技成果转化，

让科技创新为做大特色农业产业提供强大动力。

创建多层次的产业平台，有利于带动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围绕特色产业创建特色产业集群、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现

代农业产业园等产业平台，以点带面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大

力推进一二三产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完

善农产品冷链物流配套设施，打造现代农产品产供销平台。

品牌是特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特色产业知名度

和美誉度，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和投资者。要深入实施

品牌强农战略，推广地理标志农产品和绿色、有机、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同时，借助互联网营销，让更多特色产品

“出圈”成为网红产品。例如，广西累计认定“桂字号”农业

品牌目录五批次共 503 个品牌，品牌总价值超过 4450 亿元，

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和扩大了特色产业的规模。

推动龙头企业在特色产业发展中起到引导和示范作

用。广西累计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733 家、农民合作社 6.3 万家、家庭农场 12.3 万户、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 305 个。通过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有效

带动引领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要积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担

任“链主”建设全产业链，支持农民合作社健全组织机构，提

供统一的社会化服务，扶持一批资源要素共享、联农带农密

切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一起做大做

强特色产业。

湖南衡阳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油 茶 经 济 别 样 红
本报记者 胡文鹏

在湖南衡阳市，一句关于油茶的顺口溜深入

人心——百亩茶山万斤油，既娶媳妇又盖楼。油

茶在当地群众心中地位之高可见一斑。作为全国

油 茶 产 业 发 展 示 范 市 ，衡 阳 市 有 油 茶 林 面 积

454.47 万亩、年产油茶 8.79 万吨、产值 253.14 亿

元，分别占到全国的 6.41%、8.79%、13.12%。“这三

项指标领跑全国地级市，因此也有了‘中国油茶看

湖南，湖南油茶看衡阳’的说法。”衡阳市市长朱

健说。

着力提质增效

近日，令广大衡阳油茶种植户振奋的消息传

来：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公示了 2023 年中央财政

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竞争性评审结果，衡

阳市榜上有名。该项目总投资 11.87 亿元，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占 5 亿元。衡阳市林业局副局长周

德湘介绍，衡阳市将把这笔宝贵的资金用在刀刃

上，5 年内，计划完成油茶新造 3.7 万亩，低产低效

林改造 11.9 万亩，辐射带动 94.4 万亩油茶林提质

增效。

提质增效这四个字，对于经历了去年持续高

温干旱的油茶种植户来说不只是文件语言，更是

他们的切身感受。日前，记者来到衡阳常宁市荫

田镇湖虹农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油茶基地，查看

刚刚上马不久的水肥一体化喷灌系统。烈日之

下，灼热难耐，只见数十个喷灌口齐射，油茶叶被

滋润得绿油油的。合作社负责人刘明湖抚摸着一

个个油茶果，像抚摸着一个个珍宝：“你看，这些果

子长得多大。如果没有喷灌系统水肥同补，只看

天吃饭，果子就会又少又小还不出油。”据介绍，目

前，该合作社已投入 100 多万元对 850 亩油茶进行

水肥一体化改造，预计每亩产果将大幅增加至

2000 斤。

做好精深加工

科学管护重要，良种培育也很重要。衡阳衡

南县大三湘苗木园艺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周磊，这些年就跟油茶种苗死磕上了。4 年时间、

400 亩地、2000 万元投资，换来了眼前这近 1000 万

株种苗。在旁人看来相差无几的油茶种苗，周磊

分得门儿清：“这是‘湘林 210’，这是‘三华’系列，

那是衡东大桃 2 号⋯⋯种苗按照生长年限，单价

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种苗培育成本不低，但一

方面，政府有补贴，4 年

来公司领取各类补贴接

近 200 万元；另一方面，种

苗市场规模较大。“现在的种

植 户 对 良 种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高

了，种苗培育‘钱’景可期。”衡南

县政协副主席、县农业局局长贺桂

香说。

油茶产业发展好，精深加工不可少。作为国

家双龙头企业，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10 多年

来一直深耕油茶产业。油茶果榨油，这只是常规

操作。在该公司的油茶鲜果榨油生产线，能确保

油茶果采摘的 6 小时内就榨油灌装。洗发水、沐

浴露、护发素、精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产

品，也都是“油茶造”。“目前，创新类油茶产品占到

公司产品份额的 20%，年销售额在 2500 万元左

右。”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周魁香不无自豪地说。

拉长产业链条

正如一位“老油茶人”所言：“传统的油茶管

护、利用方法，让人很难挣到钱。”除了上述探索，

近年来，衡阳市各地也积极发挥奖补资金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努力探索油茶产业增值新路径。以

常宁市为例，据常宁市委书记吴乐胜介绍，他们通

过拉长产业链条，将樱花、紫薇等与油茶套种，利

用三者花期相接经营赏花经济；发展林下养殖，培

育“茶山飞鸡”；推动文旅融合，将油茶文化、油茶

食品与休闲民宿相结合，建设油茶小镇等，成效

显著。

目前，从政府到企业再到种植户，推动油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共识越来越强烈。衡阳市委书记

刘越高表示，下一步，衡阳市将按照规模适度、良

种良法、精深加工、三产融合、品牌引领的模式，在

中央奖补资金的有力撬动下，探索更多可复制、可

推广的油茶经验，让油茶成为名副其实的“增收

果”“幸福果”“振兴果”。本版编辑 祝 伟 李思隐 美 编 高 妍

8 月 10 日，中铁十五局集团电气化公司江西新钢联天公司厂房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安装光伏板。近年来，江西省聚焦“双碳”目标，推动能源低碳转型。

今年上半年，江西新能源装机新增 346 万千瓦。 徐 云摄（中经视觉）

上图 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停靠在磨憨站。 刘晗飞摄

左图 玉溪海关关员对出口松茸进行现场检验检疫。 张金蕾摄

在湖南省常宁市西岭镇平安村大三湘油茶基地，昔日的荒山如今种满了油茶树，满

山翠绿，如同一幅生态画卷。 刘东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