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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紧密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战略部署，探索具有凉山特色的原创性差异化改革举

措，加快建设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改革开放新

高地。

改革为先，赋能资源转化利用

凉山州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优化经济发

展的支撑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开

放性和可持续性。

深化各领域改革，着力在资源就地高效转化利用、城

镇空间规划优化调整、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各类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持续攻坚突

破。这是凉山州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统筹做好

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文章”的科学谋划，

也是全面推进工业强州、农业强州、文旅强州“三大强州

战略”的务实之举。

在工业强州方面，凉山州发挥清洁能源富集、矿产资

源丰富的优势，清洁能源技术可开发量达 2.2 亿千瓦，纳

入规划、已开发装机容量居四川省第一，轻稀土氧化物保

有量居全国第二，有色金属保有量居四川省第一，钒钛磁

铁矿保有量居四川省第二。基于此，凉山州谋划实施“五

大产业链突破提升行动”，聚焦培育和发展清洁能源、战

略资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以及数字智能产业链，构建

更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凉山工业产业体系。

目标既定，重在落实。完善钒钛产业协同推进机制，

构建钛精矿—氯化钛渣—海绵钛—钛材及钛合金产业体

系，打造世界级钒钛产业集群；完善稀土产业协同推进机

制，探索发展特色稀土合金钢及镧铈应用产品，建设全国

重要的稀土研发制造基地；完善清洁能源协同推进

机制，探索“风光同场”“风场加密”“水电扩能”等清

洁能源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知名的工业绿电基

地、水风光氢多能互补基地……一系列政策、一项

项实招陆续出台、系统跟进，培育新质生产力已成

为凉山州工业的鲜明特质。

改革赋能，发展提速。凉山州先后开展综合医

改、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等改革试点

150 余项，出台改革方案 190 余个，完成重点改革任

务 800 余项，重点推出一批“小切口、大纵深”的原创

性、自主性改革，形成了一批典型改革案例。深化

移风易俗、实施耕地保护“田长制”等改革事项获中

央改革办肯定；“参与式清单化”基层治理新模式、

推进农村土坯房大砖房改造等改革举措获四川省

委改革办肯定；探索劳务代偿生态修复方式等自主

创新改革试点成效显著，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强大动能。

做强优势，描绘彝乡诗意画卷 

安宁河谷平原是四川省第二大平原，西昌市在此

实行耕地保护“田长制”，是凉山州推进农业强州建设

的生动缩影。2023 年，凉山州产粮 252.7 万吨、排名四

川省第四，德昌县百亩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片单季亩

产 1251.5 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2024 年，会东县旱地

小麦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 665.27 公斤，创造了西南旱

地小麦的单产最高纪录。

围绕农业强州建设，凉山州聚焦打造全国优质特

色农产品基地和“天府粮仓”凉山片区两大发展目标，

打造粮油、草食畜、水果、蔬菜等 6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和林果、蚕桑、马铃薯、花椒、家禽、种业、中药材、花卉

8 个十亿级产业集群，形成“6+8”农业产业集群。预计

到 2026 年，凉山州农业总产值将突破 1200 亿元。会理

石榴、盐源苹果、雷波脐橙……一批批具有“大凉山”特

色的农产品销往全国，深受消费者喜爱。

农文旅深度融合是凉山州整合资源优势，深度挖

掘潜力的重点领域。11 月 7 日，2024 凉山州文化和旅

游发展大会暨“冬季暖阳·凉山不凉”文旅季发布会举

行。活动现场发布了 5 条精品旅游线路，山川壮美、风

情浓郁的凉山州向世界展示别样魅力。凉山州籍奥运

冠军殷剑等 5 位推介人诚邀八方游客到凉山感受冬季

大凉山，赏戏剧、听音乐、看电影、品民俗……

凉山州着力破除文旅产业发展堵点，优化文旅强

州推进落实机制，完善高品质文化供给体系、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机制，加快美丽凉山建设；着力打造大凉山彝

族文化风情旅游、川滇风情旅游、南方丝绸之路文化旅

游、阳光温泉康养旅游等精品路线，为凉山州聚人气、

提热度；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一系列贴心服务让游客

领略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体验温馨舒适的当地民宿，

品味麻辣鲜香的特色美食，感受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

螺髻山仙草湖螺髻山仙草湖 成昆复线列车开过安宁河谷成昆复线列车开过安宁河谷 喜德县红莫镇特火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喜德县红莫镇特火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凉山彝族火把节凉山彝族火把节 西昌钒钛生产车间西昌钒钛生产车间
泸沽湖的摩梭姑娘泸沽湖的摩梭姑娘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月，在

过去的 12 个月内，澳大利亚南澳州对华出口额达创

纪录的 44.3 亿澳元（1 澳元约合 4.54 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45%。南澳州贸易部长乔·萨卡克斯表示，在当

前全球经济充满挑战的背景下，这一成绩令人鼓舞。

南澳州对华贸易的增长，是当前中国和澳大利亚

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中澳

双方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就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磋

商并取得成效。澳大利亚大麦、煤炭、棉花、葡萄酒、牛

肉等产品恢复对华出口。今年，350家主要来自南澳州

的酿酒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此前被暂停对华出口资

格的澳 10家牛肉类加工企业也已全部解除禁令。澳大

利亚政府预测，澳对华牛肉出口将在 2024—2025 财年

（2024年 7月至 2025年 6月）创下新纪录。不久前，中澳

双方主管部门就龙虾输华事宜进行了深入、有效的技

术沟通，中方对澳方提供的整改措施进行了评估，已经

依法依规恢复相关产品口岸常规检验检疫。澳大利亚

贸易部长法瑞尔表示，这是个“极好的结果”。

中国是澳大利亚农产品、矿产品、工业制成品的主要

进口国。2023年，中澳双边货物贸易额比上年增长4.1%，

中国连续 15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对华投

资同比增长11.7%，在中国新设立澳资企业数量比上年增

长 40.2%。近年来，中澳经贸合作向更多领域延伸。例

如，在新能源合作方面，中澳在风电和光伏领域互补性

强，中国拥有相关技术及设备制造优势，澳大利亚则拥有

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双方合作基础良好。中国电

建投资建设的塔斯马尼亚州牧牛山风电场，5年来累计

发电量达 20亿千瓦时，为 63500多户家庭提供优质的清

洁能源。北京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近期收购了 5个澳

大利亚光伏电场，预计每年将生产约 22亿千瓦时的清洁

能源，可为近 40万户家庭供电，减少 170万吨碳排放。

中澳加强经贸合作，为澳大利亚民众带来实实

在在的好处。在第七届上海进博会上，澳大利亚派

出了 250 多家企业参会，参会人数为历届最多。来自

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南澳州和维多利亚州的肉

类、海鲜、葡萄酒、乳制品、保健品、农产品和消费品

等受到中国市场青睐。2024 年 8 月，澳大利亚中国工

商业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2023 财年（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对华贸易使澳大利亚家庭年可

支配收入增加 2600 澳元，同比增长 4.6%，为澳创造了

近 60 万个就业机会。澳大利亚独立经济学家索尔·

埃斯莱克表示：“对华出口贸易约占澳大利亚 GDP 的

7%，中国对我们非常重要。”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澳高质量发展经济合作论坛

上，法瑞尔表示，贸易是澳中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

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随着双方贸易多样化，

双边贸易额还会进一步增长。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

委员会主席戴维·奥尔森表示，澳大利亚工商界人士

在澳中经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项目合作、

文化交流等拉近两国经济关系，并为未来奠定基础。

“我们将探讨新的贸易投资合作领域，不断创造经济

合作机会。”

“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企业极具吸引力，澳中双

边经贸关系发展为澳大利亚企业开辟了商机。”澳

大利亚商业峰会主席弗兰克·阿拉法奇表示，澳大利

亚企业期待与中方加强贸易与投资联系，扩大互利

机会。 （本报堪培拉 12月 30日电）  

澳大利亚政商界人士期待加强对华经贸合作—

“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企业极具吸引力”
本报记者   陈效卫

中美双方应该时
刻 考 量 人 类 前 途 命
运，为世界和平担当，
为 全 球 提 供 公 共 产
品，为应对全球性挑
战发挥积极作用

“如果要实现一个稳定的 21
世纪，中国和美国必须携手合作。

如果竞争和合作完全被对抗所取

代，那么我们两国必将面临一个混

乱的 21 世纪。”美国专栏作家托马

斯·弗里德曼日前在结束中国之行

后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世界正面临

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

挑战，“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

的两个能够携手带来一丝希望的

大国”。

这种声音，代表了美国有识之

士对中美承担的大国责任的清醒

认识和理性思考。当今世界动荡

不安、冲突频发，人类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

底色，团结协作才能共克时艰。中

美双方必须明确，在当前形势下，

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

是更多了。不管是在经贸、农业、

禁毒、执法、公共卫生等领域，还是

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性

挑战，以及在国际热点问题上，都

需要中美合作。美国许多人一向

认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中国

也始终认为，大国之大，关键在于

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中美作

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时刻考量人

类前途命运，为世界和平担当，为

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为应对全球性

挑战发挥积极作用。

当今时代，人类是休戚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各国不是乘坐在 190
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

与共的大船上，应该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

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当作伙伴而非

对手，让“同球共济”、团结协作、互利共赢

成为时代主旋律。这是中国看待

世界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中国看

待中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正因

为秉持命运与共理念，中国始终

以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

态度发展中美关系，始终坚持相

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

则，始终主张中美应该做伙伴而

不是当对手，始终强调“修昔底德

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新冷战”

打不得也打不赢。中国致力于推

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

展，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这本身就体现了以人类前途命运

为重的负责任态度。

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 ，

也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

的问题。共同承担大国责任，为

应对全球性挑战做表率，这是中

美应有的担当。过去，中美曾经

与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一道，将

世界经济拖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泥

潭，也曾经共同推动各方达成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为应对全球

变暖带来新的希望。在世界经济

复苏乏力、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

的当下，中美更应把大国责任挺

在前面，不以相互消耗拖累世界，

不胁迫别国选边站队。关税战、

贸易战、科技战违背历史潮流和

经济规律，不会有赢家。面对经

贸分歧，“脱钩断链”不是解决之

道，互利合作才能共同发展。面

对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开

放共享才能造福人类。中美应携

手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让和平

的阳光普照世界，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国际事务存在太多变数，但

我们知道的是，如果美国和中国

不加强合作，全世界都将陷入困

境。”有美国学者近期分析下一步

中美关系走向时这样说。应对全

球性挑战，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

能的，但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

能的。美方应该秉持大国责任，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中方相

向而行，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

展互利合作，多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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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印度尼西亚矿业

峰会日前在雅加达举行，与

会人士共同探讨印尼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及产业链发展。

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部长

巴赫利尔指出，印尼拥有巨

大的自然资源潜力，未来将

加快下游产业发展，进一步

提升资源附加值，推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优质就业

机会。

印尼矿产资源丰富，煤炭、镍、锡、铜、铝土、黄金

等资源储量均位居世界前列，但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仍有待提高。近年来，印尼政府不断加大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力度，以资源禀赋为依托，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并在全球产业链中谋求更高价值。2023 年，采矿

业产值占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 11.9%。

矿产资源产业链的延伸是印尼促推矿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抓手。以镍为例，印尼官方最新数据显示，

该国镍储量世界第一，占世界镍储量的 40%—45%。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镍在锂离子电池中的重要性日

益提升。自 2020 年起，印尼政府禁止未经加工的镍

矿石出口，要求出口商在印尼国内建设加工厂，以提

高产业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推动印尼从单纯的资

源出口国转变为资源加工国。

印尼政府积极吸引外资建立冶炼厂，形成从镍

矿开采到不锈钢、锂电池生产的一体化产业链布局。

苏拉威西岛和马鲁古群岛等地有多个工业园区建成

投产，已成为全球镍资源加工的重要基地。在相关

政策推动下，印尼当地镍矿冶炼和下游加工得到发

展，镍资源附加值持续提升。印尼中央统计局的数

据显示，2019 年至 2022 年，该国镍及其产品的出口额

从 8.1 亿美元飙升至 59 亿美元。印尼的镍冶炼厂从

2014 年的 2 家增至目前的 40 多家。

印尼政府同时探索矿产能源的高效清洁开发利

用。印尼是全球主要煤炭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煤

电装机容量大，是印尼全国主要的能源供给方式。

近年来，印尼政府在优化煤炭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

采取了多项举措，包括加快淘汰老旧燃煤电站、推动

燃煤电站升级改造、探索煤炭清洁能源技术等。

印尼政府还努力优化矿业投资环境。2020 年印

尼颁布《矿产与煤炭矿业法修正案》，以改善采矿业

的管理和监管，同时增加国家收益。修正案赋予中

央政府管理采矿许可证，旨

在简化许可流程，减少官僚

主义。

今年 11 月，印尼总统普

拉博沃访问中国期间，中印

尼两国签署联合声明表示，

双 方 将 在 矿 产 领 域 加 强 互

利 、可 持 续 合 作 。 近 年 来 ，

中印尼两国在矿产开发和产业链建设方面的合作不

断深化，涵盖多个领域并取得积极进展。中国青山

控股集团在印尼投资建设了全球产业链最长的不锈

钢生产基地；中国魏桥创业集团投资建设了印尼第

一家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冶炼级氧化铝厂。

中企还积极帮助当地培养人才。今年 8月，中国—

印尼新能源材料与冶金工程技术联合研究实验室在

万隆理工学院揭牌，中印尼两国企业和高校将利用

该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共同培养专业人才。实验

室将在 6 年内为印尼培养 100 名工程博士、1000 名工

程硕士、1 万名工匠等新能源材料与绿色冶金科技方

面的人才，帮助印尼提升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印尼海洋与投资统筹部前部长卢胡特称赞印尼政府

与中国高校和中国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感谢相

关项目为印尼培养输送了高素质冶金工程技术人

才，在资源清洁利用与新能源材料产业领域发挥了

重要作用。 （本报雅加达电）  

印尼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中方积极助力产业合作和人才培养

本报记者   曹师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