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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其他地区，资源型

地区转型发展面临着哪些不

同挑战？近年来转型发展取

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将如

何 持 续 发 力 ？ 针 对 这 些 问

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发

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有关负

责同志。

记者：近年来推动资源

型地区转型发展的主要思路

是什么？

答：资源型地区要实现

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补足不

少 短 板 弱 项 。 一 是 生 态 环

境、基础设施等方面历史遗

留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二是

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程度仍

然较高，产业结构偏重，创新

发展能力较弱。三是土地、

劳 动 力 等 要 素 保 障 能 力 偏

弱，转型发展难度较大。

近年来，我们坚持问题

导向，因地制宜、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先后印发全国资

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等

政策文件，不断完善开发秩

序约束、资源价格形成、资源

开发补偿等长效机制。会同

财政部累计安排中央资金约

2500 亿元，支持资源枯竭城

市、采煤沉陷区、独立工矿区

加快实施居民避险搬迁、补

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短板，统筹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引导资源型地区依托产

业基础，有序推进资源产业

向下游延伸，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

科技进步趋势，充分发挥比

较优势，努力培育新的支柱

企业。积极发展带动就业能

力强的产业和类型丰富、特

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努力

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扩

大就业良性互动。

记者：近年来，我国资源

型地区转型发展取得哪些新

成效？

答：近年来，资源型地区

转型发展取得重要阶段性成

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能源资源保障能力不断

提升。截至 2022 年，近六成

地级资源型城市建成国家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基地。新能

源开发利用步伐明显加快，装机容量年均增速超过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已占全国四成。有关地方

因地制宜开展“光伏+”采煤沉陷区修复、利用废弃矿坑建

设地下储气库群等，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矿区利用模式。

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全国 262 个资源型城市地区生

产总值由 2012 年的 15.7 万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近 30 万

亿元，10 年间翻了近一番，年均名义增长 6.5%，城市综合

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持续增强。

民生福祉日益增进。“十四五”以来，在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带动下，有关采煤沉陷区和独立工矿区实施地质

灾害隐患区居民避险搬迁工程，新改扩建道路里程超过

7800 公里，新改扩建医疗机构床位 2.3 万张，建设接续替

代产业平台 227 个、吸纳就业 66.7 万人。

多元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资源型地区立足自身禀

赋和产业基础，着力推进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发展，加快推

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特色服务业，

产业结构逐步优化，资源型产业占比逐步降低。黑龙江

大庆市坚持“油头化尾”发展方向，打通石油精深加工产

业链，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石化产业集群。湖北黄石市依

托特钢产业基础发展机械装备制造产业，制冷压缩机产

量居世界第一。山东济宁市整合港航资源，打造多式联

运通道，逐步成为重要的物流枢纽。

绿色发展成效显著。绿色矿山建设稳步推进，垃圾

污水处理、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不断增强，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空气质量持续优化。“十四五”以

来，全国共完成采煤沉陷区治理约 200 万亩，实现“十四

五”时间过半、进度过半目标。

记者：下一步，持续推动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将从哪

些方面着手？

答：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统筹推进资源型

地区转型发展，引导各地进一步立足实际、把握机遇、积

极作为，努力厚植发展优势，不断加快转型步伐。

一是加大支持力度，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会同

财政部继续安排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资金，加快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资源型地区转型

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减轻地方自筹资金压力。统筹推进

矿区生态修复和复垦利用，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提升治理

综合效益。

二是强化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加强

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区域板块的资源型地区的分类指

导，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扶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发展

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鼓励资

源富集地区发展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支持资源枯竭城市

培育壮大特色接续替代产业。

三是聚焦困难地区，切实增进民生福祉。继续安排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和

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工程，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隐患区居

民避险搬迁。科学规划建设转型急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项目，改善矿区生产生活条件。推进矿区生态

修复和环境治理，着力解决一批安全隐患突出、生态环境

受损严重的矿山环境问题。

四是加强监测分析，落实地方主体责任。继续完善

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评价分析机制，强化对转型发展

相对滞后地区和薄弱环节的督促指导，引导有关地方科

学定位、精准发力，针对性改进转型工作。总结提炼、宣传

推广有关地方转型经验，指导各地学习借鉴、开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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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供应基

地和基础工业集聚区，长期以来对保障能源资

源供给、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资源型地区蹄疾步

稳推进转型发展，经济实力持续增强，民生福祉

日益增进，多元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绿色发展

成效显著。

日前，本报记者分别走进资源枯竭城市、采

煤沉陷区、独立工矿区三种不同类型的资源型

地区，深入了解他们在发展产业、改善生态、保

障民生方面的新进展新成效。

——编 者

转型发展，资源型地区焕发新活力

一台台数控车床高速运转，一只只机械手挥

动作业，冬日里，陕西铜川市未来造公司智能制

造车间生产繁忙。不到 1 分钟，一个“微米级”精

度的精密零部件就被生产出来，随后交付给汽车

配件、医疗器械、矿山机械等领域客户。

用煤发电、用电炼铝、对铝进行深加工、电厂

灰渣全部用作水泥建材生产原料，未来造公司所

在的董家河循环经济产业园主打铝加工产业，通

过转型升级实现了“煤炭不出园、铝锭不出园、废

弃物不出园”。

铜 川 是 一 座 因 煤 而 建 、因 工 而 兴 的 城 市 ，

2009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

市。这些年，面对资源日渐枯竭的局面，曾以煤

炭、水泥为主业的铜川走上了转型之路。

2016 年以来，累计退出煤矿 23 处、去产能

1188 万吨；采取地上补地下方式，大力发展煤炭

洗选业，设计生产能力 2560 万吨/年，弥补煤炭

企业去产能缺口，确保“转型不失速”；拆除全部

工艺落后水泥生产线，剩余 7 家水泥厂全部低碳

绿色升级，通过产能减量置换，建成投产冀东、尧

柏 两 条 全 球 领 先 的 日 产 万 吨 水 泥 熟 料 生 产 线

……铜川通过关小上大、整合资源，大力推动传

统产业改造提升。

与此同时，他们还抢抓机遇、积极招引，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

金属遮光片、特种激光器、光电子器件……

在铜川光电子集成产业园，生产各式光电子产品

的企业比邻而居。2009 年建成之初，园区曾尝

试发展智能照明、中医药等产业，但遗憾没能形

成气候。2018 年，园区引入光电子行业中游企

业——主营激光器等产品的陕西澳威激光科技

有限公司，开启了铜川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当时，陕西省将光电子产业链列为全省重

点产业链之一。我们深入了解澳威激光的上下

游合作关系后，认为这条产业链带动力强，也符

合本地实际，最终确定大力发展。”铜川市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贾鹏说。

中游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相继入驻。截至

目前，铜川引进光电子产业 30 余家，从业人员

1000 余人，产值 10 亿余元。集成电路产业在铜

川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还被纳入陕西省光

电子产业“一体两翼”总体布局。

持续转型，结出累累硕果。目前，铜川已经

成为陕西省商用车（重卡）产业链零部件产业集

群和乘用车（新能源）产业链支点城市，能够生产

电解铝、铝型材等全系产品，光电子、新材料、新

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蒸蒸日上。从产业结

构看，非煤产业占比达到 88%，“一煤独大”得到

根本转变。2022 年，铜川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05.55 亿元，是 2010 年的 2.7 倍；2023 年 1 至 10
月，铜川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高

于陕西全省平均水平 7.2 个百分点。

“作为资源枯竭城市，我们经历了脱胎换骨

的阵痛，也仍面临全面转型的课题。”贾鹏表示，

下一步，铜川将继续做好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

业培育两篇文章，持续催生转型发展新动能。

陕西铜川市——

点燃创新引擎 重塑产业结构
本报记者 张丹华

寒风凛冽，年近七旬的唐清方在林中兜兜转

转，终于找到那棵老树，“以前家门口就是这棵白

杨，现在周围的林子竟这么密了！”眼前这棵杨树

比两人合抱还粗，在一片松林中很是显眼。

这片林子，是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采煤沉陷

区的一部分。干了一辈子矿工，唐清方曾在这里

居住 20 多年，“以前土房密集、沟壑遍布、煤粉飞

扬，现在是成片的密林，废矿区成了景区！”

惠农区，一座人口近 20万的小城，过去煤炭资

源富集。经过几十年开采，煤炭资源渐趋枯竭，采

煤沉陷区面积也达到了 43平方公里，其中严重区

域超过 9平方公里，威胁着近 2 万户、约 5 万名居

民的生产生活安全。

2004 年起，宁夏开始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支持下，对采煤沉陷区开展长期治理。一方面，

将原有居民全部搬迁到统一规划的、远离沉陷区

的居民小区。另一方面，采取回填矿坑、恢复植

被、植树造林等措施治理沉陷区，至今已栽植

400 多万株树木，治理面积达 24 平方公里。

“咱们眼前这个公园，以前是沉陷区的 7 号

矿坑。园内采用 18 个树种，有 7 个色调，所以取

名‘七彩园’。”惠农区黄河湿地保护林场场长侯

彦君介绍，通过拆违复绿、见缝插绿，一个个采煤

塌陷矿坑被改造成公园和绿地，已治理区域的绿

化覆盖率达到 31%。

“春天，这里色彩缤纷，压根看不出曾经是矿

坑。”侯彦君告诉记者，通过对废渣堆积区、土壤

贫瘠盐碱化严重区进行植被、土壤修复，运用梯

田式改造种植、色叶防护林带的营造和乔木混交

林的整齐种植等技术，这里有了错落有致的生态

景观。“当初，为了完成‘七彩园’的绿化，我们号

召发起生态建设全民大会战，两年间，就造林将

近 8 万亩，让灰蒙蒙的矿坑变成了绿洲。”

离开树林不远，便看见裸露的深坑和崩塌的

巨型石块，形成独特的景观。宁夏自然资源厅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崔奇鹏介绍，矿坑塌陷最

深处达到 20 多米，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后，治理单

位特意留下具有代表性的地层断面、地裂缝、复

原的采煤矿井等，力争将其打造成矿业景观区，

作为地质旅游及科普教育基地。

特意保留的采煤大坑、采掘巷道和矿工住

所，同周边密集的树林相映成趣。当地借山造

势，以势置景，让老矿区成为城市一景，用以展示

地质遗迹和矿山文化。“这里就是一座露天的‘煤

炭地质博物馆’。”崔奇鹏说，许多游客喜欢沿着

蜿蜒小径，逐一寻访矿业遗迹保护区、工业景观

区，昔日荒芜的废弃矿区正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为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投入治理，宁夏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采煤沉陷区二次开发。“我们探索的

枣瓜间作、葡瓜间种模式，可以形成适合废矿区

的果蔬产业，已经吸引很多企业参与。”指着远处

一片荒地，惠农区自然资源局高级工程师马晓平

说，惠农区的采煤沉陷区已有 3 万亩荒滩被多家

农业企业承包，用于发展经济林和果蔬产业。

曾经的废弃矿区，其开发价值正被“吃干榨

尽”——一片不宜开展农业生产的碎石滩上，密

集的太阳能发电板如金色鳞片一字排开，技术人

员正紧张调试，为并网发电做准备。“2023 年 10
月开建，最迟 2024 年初就能发电。”项目技术负

责人李淮东介绍，这处太阳能发电站采用双面高

效单晶硅组件，每年可发电超过 3 亿千瓦时。

近日，宁夏向惠农区采煤沉陷区的搬迁安置

小区拨付了排水设施提升改造等项目资金，用于

进一步优化当地搬迁安置人居环境。这让已搬

到安置区近十年的唐清方喜上眉梢：“安置居民

的日子更美了！”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采煤沉陷区——

加强生态治理 优化矿区环境
本报记者 张 文

新年伊始，安徽铜陵市铜官区狮子山

独立工矿区的日科电子公司厂房里一派繁

忙。拿起一个指甲大小的石英晶体协震

器，副总经理陈翔对记者说：“这是我们的

拳头产品，安装在电子设备里调节频率用

的，笔记本电脑里就有。”

今年 40 岁的陈翔，是土生土长的狮子

山人。2021 年春节，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打

拼了 10 多年的陈翔回了趟老家。正是这

次返乡，改变了他的人生。矿坑填平了，平

房拆迁了，现代化厂房和新式小区正在加

紧建设。“不敢想象，原来的独立工矿区变

化这么大。”当年，陈翔就回到家乡工作。

狮子山独立工矿区位于铜陵市远郊，

是我国重要的铜战略资源保障基地。上世

纪 90 年代后，随着铜矿资源日渐枯竭，矿

山 逐 步 关 停 ，后 续 问 题 日 益 显 露 。 截 至

2021 年 改 造 提 升 前 ，工 矿 区 2.76 万 人 口

中，矿工及家属占比超过一半。

铜官区发展改革委主任方萍说，2021
年初，狮子山工矿区入围国家发展改革委

“十四五”期间支持的采煤沉陷区和独立工

矿区名单，由此开启了全面改造提升。

改造千头万绪，最关键的是改造城市

面貌、妥善安置居民。“现在小区环境多好，

绿化率高、设施齐全，旁边就有公交站、菜

市场、超市，对面就是幼儿园、小学。”55 岁

的铜官区狮子山社区居民温宗群很满意。

温宗群带记者走进了位于青泽居小区

的新家。87 平方米的房子，窗明几净，装

修一新。“老房子离矿区太近，地基塌陷，墙

上不少裂缝，住起来很不安全。”2023 年 7
月，温宗群顺利拿到狮子山地质灾害安置

点的回迁新房钥匙，第一时间请来师傅装

修，9 月就搬进新房，圆了几十年的安居梦，

“整个小区 8栋楼，现在入住率已经很高了。

还有安置点陆续在建，大家都盼着呢。”

铜官区常务副区长汪志祥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狮子山独立工矿区累计新建安

置 房 12 万 平 方 米 ，累 计 改 造 老 旧 住 宅

23.52 万平方米，新建、改造道路 8.98 公里、

水电气等管网 47.43 公里。

狮子山的改造提升，也享受到了政策

红利——土地收入扣除上缴省级财政的涉

农支出资金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两项计提

资金后，全额返还铜官区，用于独立工矿区

改造提升，市级财政不再计提及分成。据了

解，狮子山独立工矿区土地封闭运行收益预

计可达 8.76亿元，有效周转了建设资金。

改造受损房屋，完善基础设施，修复生

态环境……如今的狮子山，城市面貌焕然

一新。与此同时，铜官区积极招引新项目，

推进产业升级，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努力让

居民宜居又宜业。2022 年底，作为接续替

代产业平台的狮子山高新区科技创业园二

期项目全部竣工交付，如今已引进 30 多家

企业，逐步形成了铜基材料、大健康和电子

信 息 为 主 导 的 产 业 ，已 解 决 2000 多 人 就

业。随着相关工作逐步推进，狮子山实现

了人口回流，目前人口已超 3.5 万人。

改造提升仍在持续。眼下，全长 4 公

里的主干道铜井路东延工程正加紧推进，

2025 年建成后，将打通铜陵市区和狮子山

独立工矿区，便利居民出行、货物运输。“这

条路我们盼了几十年。狮子山的未来一定

会越来越好！”家住附近的居民袁白林说。

安徽铜陵市狮子山独立工矿区——

更新城市面貌 增进民生福祉
本报记者 徐 靖

■产经观察R

本版责编：韩 鑫

版式设计：沈亦伶
③③

①①

②②

图①：陕西铜川市达美轮毂有限公司生产线。 马 程摄

图②：安徽铜陵市狮子山独立工矿区移民安置点青泽居小区。 古 轩摄

图③：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采煤沉陷区绿化治理后，变为如今的“七彩园”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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