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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比较优势

曲靖因煤而富，也曾因煤而衰。
2013 年前后，因产能过剩，高度依
赖煤炭资源的曲靖进入经济发展的

“寒冬”。要破解“一煤独大”的发展
瓶颈，曲靖市转型迫在眉睫。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公认的难题。
曲靖市也走过弯路。“有一段时间，
只要没污染的产业，我们都去考察、
招商，但不少企业一问曲靖的资源禀
赋，便没了下文。”曲靖经开区光伏
产业招商局副局长刘秋说。

转型需要找准自身比较优势。从
交通来看，曲靖地处云南省东部、位
于珠江源头，素有“入滇锁钥”之
称，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 66 个
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之一，高速公路
和铁路网发达，畅通连接四面八方。

“曲靖物流便捷，原料、产品进出方
便。”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曲
靖项目经理王春说。

而从区位来看，曲靖是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
重要节点，是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的辐射带动区、滇中城
市群的核心区。

“作为一个工业城市，曲靖底子
不薄，各工业门类较为齐全。”刘秋
说，曲靖市拥有670万人口，其中适
龄劳动人口就有180万，大量职业院
校可提供成熟的产业技术工人，为科
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对于全国光伏行业龙头企业阳光
能源来说，落子曲靖还看重“绿”
字。“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使用水
电，经过公司多次测算投资收益，曲
靖的水电成本相比东部发达省份有明
显优势。”曲靖阳光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崔磊说。

2017年9月，阳光能源从东北远
赴 西 南 ， 在 曲 靖 经 开 区 投 资 建 设
1GW 单晶硅棒、1GW 单晶硅片项
目，敲响曲靖光伏产业发展的第一个
音符。

2024 年新春刚过，曲靖经开区
亿纬锂能年产 23GWh 圆柱磷酸铁锂
储能动力电池项目便进入试生产阶
段，崭新的自动化生产线上，人机配
合作业井然有序。王春满怀期待：

“南亚东南亚是公司新的市场目标，
眼下很多客户都在催着产品交货哩。”

刘秋表示：“唯有城市真正具备
比较优势，才能吸引企业入驻。否
则，单纯依靠政策倾斜、补贴扶持，
哪怕能够吸引部分企业入驻，企业也
未必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反
而会造成土地、资金的浪费。”

优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投资行为
是“金标准”。

在曲靖沾益工业园区德方纳米生
产线上，一批批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
料补锂剂陆续出炉。从 2019 年第一
个项目开建，到目前接连投资 14 个
项目，总投资超300亿元，在国内锂
电池正极材料龙头企业德方纳米的牵
引带动下，新能源电池产业短短三四
年时间就在曲靖集聚成势。

为了吸引德方纳米到曲靖投资建
厂 ， 曲 靖 招 商 团 队 可 谓 “ 七 顾 茅

庐”。2018年，新能源汽车正处于风
口，新能源电池产业前景广阔。“当
时曲靖招商团队在深圳的一场活动
上，遇见曲靖籍的深圳市德方纳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孔令涌。”刘
秋回忆。

邀请德方纳米建厂的城市有很
多，曲靖如何从“可选项”变为“必
选项”？曲靖招商团队带着专业服务
和优惠政策，7 次上门磋商合作事
宜，想方设法解决德方纳米列出的一
个个问题。最终，德方纳米在曲靖经
开区投资了年产 2 万吨磷酸铁锂项
目，从启动到投产不到10个月。

德方纳米项目体现的建设速度，
也是曲靖优化营商环境、千方百计支持
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的重要一招。

刘秋介绍，为助力企业抢抓先
机，曲靖依托国家级经开区的优势，
创新“先建后验”模式，提前规划用
地，将道路、水电等基础建设走在前
头，让企业入驻跑出“加速度”。

王春说，“曲靖政府工作人员熟
悉流程和政策，有些潜在的问题公司
还没遇到，他们已经预见到，提前开
始协调解决。我们只管全身心投入
项目建设，不用担心手续卡壳。项
目早投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早获益。”

一方热土能不能“热”，靠的是
纷 至 沓 来 的 客 商 ； 能 不 能 一 直

“热”，则要靠亲商安商的营商环境。
一件小事让崔磊记挂至今，厂里

突然遭遇临时停水，厂房里一排排正
在运转的单晶炉面临高温过载预警，

“如果没有冷水降温，这些生产设备
就废了。”崔磊赶紧向政府分派的企
业联络员求助，最终，政府协调了消
防和环卫紧急运水，解了燃眉之急。

对 于 民 营 企 业 引 进 和 培 养 人
才，曲靖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撑和服
务保障。

赵亮是阳光能源研发中心副总经
理兼曲靖切片生技部部长，2017 年
他离开家乡来到曲靖项目，成为当时
主管技术研发的高级工程师。为留住
人才，曲靖经开区不仅积极为赵亮筹
备成立了“珠源技师工作站”、推荐
他进入云南省千人计划“产业人才专
项”，还在住房和子女就学等个人生
活问题上给予支持。没有后顾之忧，
赵亮在专业领域大放异彩，截至目前
他的团队已经获得19个专利。

政府靠前服务，企业建设提速。
1月下旬，由中铁八局承建的曲靖阳
光三期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个
规模达 20GW 拉晶及 10GW 切片项
目，将带来约 80 亿元年产值，并解
决约2500人就业。

栽好梧桐引凤来。曲靖市个性化
的“贴身服务”、优良的营商环境，
给广大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短
短几年，晶澳科技、德方纳米、亿纬
锂能、阳光能源、隆基股份等一大批
知名企业在曲靖落地扎根、开花结
果，同时带动相关配套项目进驻，推
动新能源电池、绿色硅光伏产业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曲靖民营经济积蓄
已久的力量正在迸发。

延链补链强链

找准赛道，主动融入国家“双
碳”战略，曲靖市实现了工业“由黑
到绿”的转身。如何持续发展下去？
曲靖把重点放在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上，通过实施精准招商，力图形成
“落地一个、串起一批、带动一片”
的协同发展“雁阵效应”。

走进曲靖信义硅业 20 万吨多晶
硅配套 2 万吨白炭黑一期项目厂房，
生产装置已经建成完工，设备安装也
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投产后，成品将
直接提供给曲靖经开区的隆基股份、
晶澳科技、阳光能源等企业进行拉棒
切片，补齐硅光伏产业链上游短板，
而光伏玻璃则可以直接提供给下游组
件厂商使用。

随着前端项目和后端项目的补
链、延链，绿色硅光伏产业在曲靖实
现全产业链闭环发展，为当地打造

“世界光伏之都”提供重要支撑。
产业链上的企业，如散落的珍

珠，串珠成链，方能绽放更加璀璨
的光彩。怀揣着这样的目标，曲靖
市在扩链成圈的路上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

绿色铝精深加工是曲靖富源产业
园区的“重头戏”。2022 年引进程林
机械年产 400 万件高端铝锅项目投
产时，却遭遇“卡脖子”问题。“本
地缺少生产铝锅的关键原材料，从
外面采购的话，物流周期长、生产

成本高。”程林机械常务副总经理王
家将说。

为留住程林机械，富源产业园区
主动上门与企业一起“头脑风暴”，
最终新建了年产2万吨食品级高端铝
板生产线项目，同时，为进一步提高

本地配套速率和生产效率，富源联动
校企开展食品级高端铝板铝片关键技
术的研发及应用，为已投产的高端铝
锅项目提供生产配套。

如今走进程林机械，可见宽敞明
亮的厂房内一头铝液进，一头铝板

出，生产出的铝板又源源不断地供应
给另一厂房内的高端铝锅生产线。

王家将算了一笔产业聚集的“经
济账”：“园区内企业提供的高品质
铝液资源为我们减少了二次重熔成
本，新建的铝板项目每年还可就地
转化 2 万吨铝液，让产品附加值提
高20%以上！”

“扩链”扩大的是行业“朋友
圈”。在崔磊看来，最直观的就是设
备维护成本降低、效率提高，“使用
的厂家多了，设备生产厂家直接在曲
靖建立维修部，设备问题分分钟维修
人员就能赶到，各厂技术人员也会聚
在一起琢磨、交流。”

新能源产业高度依赖技术革新，
行业形势更是瞬息万变。王春更看重
产业链形成带来的行业间信息交流成
本的压减：“上下游企业有更多机
会、时间聚在一起，来直面行业发展
难点，或是交流先进技术。”

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全面营造有
利于“小树长成大树”的良好生态；
深化“要素跟着项目走”，统筹全市
能耗、排放、用电等指标，优先保障
重大项目建设……曲靖悉心呵护民营
企业成长壮大。

凭借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风貌，特别是尚在使用的
古磨坊群，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诗礼乡河平村被住建部
列入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从凤庆县城到诗礼乡河
平村，有远近两条路，不管走哪条路，都需穿越横断
山。远路绕道邻近的昌宁县，但因为有部分路段是高
速，反而要快一个小时；近路几乎与茶马古道重合，
虽然慢点，但中途可去茶马古道驿站鲁史古镇歇脚，
围炉煮茶别有意境。

一进河平村，远望满目苍翠。村落内房屋顺应山
形地势，呈台地式错落分布。古村在建设过程中保留
了古核桃树，目前村中散布有百余棵百年以上的古核
桃树，至今仍给村民带来可观的收入。山地古村“大
杂居，小聚居”，往往一个寨子共用一条入户路，几家
农户共用一条巷道，农户沿道路两侧建房。寨子内部
道路则多由石板、石块铺就，古朴的街巷与周边的田

光山色融为一体。
河平村传统民居多以石头垒基、以木为梁，屋顶则

是青灰色岩石板或小青瓦搭建的斜顶。河平村民居多为
传统合院建筑，一家一院，冬暖夏凉。正房多为两层，
下层居住生活，上层堆放杂物；多数院落结合地形高差
建有两层楼子。不少院落的大门开在楼子底层，进入大
门后拾级而上入院，也别有一番趣味。

既然叫河平，村中自然少不了河。打磨河穿村而
过，至今仍有水磨坊群。上世纪 70 年代，旧磨坊废弃，

村民张正荣花了两三个月请石匠打磨盘，从上游开口引
水，建成了如今的磨坊。彼时青瓦需要从外面采购，运
输不便。但山上就有板岩，因此磨坊顶均覆以青石板。
错落的水磨房、清澈的河流、茂密的核桃林、风格独特
的民居，构成了一幅水碧山青、逐水而立、充满诗意的
生活画卷，融民俗之纯、汇自然之朴。

山里人爱吃自己种的粮食，至今仍有 8 个磨坊在使
用。张正荣将玉米放入磨坊上方的漏斗，打开拦水闸，
流水便驱动磨盘，随着木棍敲击漏斗，玉米缓缓漏入磨

内，不久面粉就慢慢甩进了磨盘四周的面槽。村民磨
面，不必花钱；可被磨盘甩出槽外的面粉，则归磨坊主
所有，这一古老的传统延续至今。

河平村村支书段学成告诉记者，入围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自豪感。评选时，不少专家
来村里看建筑、问传统，村民杨言东说：“没想到咱们传
统建筑这么有价值！”

跟许多偏远山村一样，河平村青年人也多半在外打
工。段学成一直在想，如何让村民回来，反哺村庄：“想
要村民回来，得先让游客进来！”熊、猴、野猪、麂子现
在越来越频繁到访村庄，斑鸠、画眉、野鸡、箐鸡随时
偶遇，摄影师可以拍鸟、孩子们能摘核桃。核桃油传统
木榨机还留着，水磨坊还在用，家家户户都会竹编，村
里的传统风貌、自然风光，都是旅游资源。段学成对村
里发展旅游信心满满。

曲径通幽访河平
本报记者 杨文明

云南省曲靖市告别“一煤独大”，驶入产业新赛道，吸引民营企业落户——

新产业新产业““从从00到到11”“”“从从11到到NN””
本报记者 朱思雄 杨文明 人民网记者 蔡树菁

选定“追光逐电”的赛道，引进阳光能
源、晶澳科技、亿纬锂能、德方纳米等光伏、
新能源行业龙头企业进驻，近年来，云南省曲
靖市快速实现了硅光伏、新能源电池两大产业

“从0到1”的突破，并实现“从1 到N”的快
速发展。

2023 年，曲靖地区生产总值 4048.91 亿
元、同比增长7.5%，经济总量在全国城市的排
位大幅前进。其中，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达
58.3%，成为带动曲靖有效投资、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力量。一座亟待转型的西南地区地级
市，为何得到众多民营企业青睐？

图①：曲靖晶澳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 刘 怡摄

图②：曲靖市会泽
县中车时代电气零碳智
能装备产业园内的生产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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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曲靖市富源

县人才公寓。
吴振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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