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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果没有第一个人大胆吃了螃蟹，人
类至今还不知蟹肉之鲜美；如果人人眼中熟视无睹
的梯田没有被红河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谁会知道
祖祖辈辈插秧种田的山坡沟渠还会让世界瞩目？其
实，红河早在百年前就矗立于中国西南开放的最前
沿，云南第一条滇越铁路、第一个邮政所、第一个
海关、第一个外国银行都出现在这里；今天的红
河，依旧在创造奇迹，云南第一个综合保税区、国
家城镇化健康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在这里落户。敢于
挑战、敢于创新，这就是红河精神。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长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长

杨福生

近年来，云南省红河哈
尼族彝族自治州着力打造

个（旧）、开（远）、蒙（自）、建
（水）、弥（勒）滇南中心城市经济

圈，从“三位一体打造滇南中心城市”
的发展战略到“一圈、两带、两片区”空间

布局战略，再到建水、弥勒逐渐融入滇南中
心城市经济圈，一个一体化发展的城市群空间

布局正在形成。2013年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
级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2013 年 12 月国务院批复

设立红河综合保税区，这对红河的跨越发展带来新引
擎。

红河工业园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14 年是
红河“三大平台”（蒙自经开区、红河保税区、河口—老街跨

合区）建设的关键年，年初就启动了国家级蒙自经济开发区实
体化改革，完成了经开区机构编制方案的编制上报及《红河工业

园区千亿产业发展规划》编制等工作，区内道路、电力、供排水等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年1月至10月，经开区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38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97亿元，共审批入园企业（项目）37项，引
进省外实际到位资金 28.56亿元。红河综合保税区经国务院批复设立

后，今年4月19日正式启动建设，目前一期1.97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投资达6亿元，完成了道路、围网、仓库等必建工程，于11月14日通

过了预验收，近期将迎接海关总署等国家10部委的正式验收，实现封关
运行，二期工程计划于 2018年建成。同时，综合保税区管委会机构设置

方案已获省、州级批复。在推进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中，
红河州按照“一线放开、二线管理”原则推进规划及政策机制创新，跨境

经济合作区建设申报步伐正加紧推进。初步规划总面积 115.2平方公里，其
中，围网区总面积 21平方公里，中方区域 11平方公里，越方区域 10平方公
里。今年4月中旬正式启动跨合区基础设施建设，红河大桥等重大项目选址、规
划工作已多次与越方会谈，招商引资工作有序开展。

三大平台的建设有效带动了红河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在产业转型升级
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红河州按
照“高端化、终端化、轻型化、特色化、园区化，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要求，围绕云南
省委、省政府打造5大产业的战略部署，巩固提升烟草及其配套产业，稳定发展冶金
重化工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食品加工、轻纺
家居、建筑建材八大产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商贸物流、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公共
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巩固和培育一批百亿元产业、百亿元园区、百亿元企业。加快民
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实施“两个 10万元”微型企业培育工程。力争到 2020
年，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州生产总值比重分别达到8%和
40%。围绕以上思路和目标，红河州今年重点推进了一批标志性产业转型升级重
点项目。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方面，重点推进了源鑫60万吨炭素 （二期）、振
兴10万吨铅、南翔10万吨电解锰、弥勒10万吨锰系铁合金、个旧150万吨铅
冶炼废渣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业培植方面：重点实施了
红河卷烟厂异地搬迁扩建、建水 600 万只商品化轮毂、10 万辆清洁能源重
卡、浩翔4万台航模发动机、弥勒磷酸铁锂电池材料、振兴900万只铅酸蓄
电池等项目。特色生物资源加工方面，推进了生物谷灯盏花加工、宏斌15
万吨蔬菜深加工、浩志橡胶管带及橡胶制品等项目的实施。此外，重点
推进了红河纺织服装产业园等一批产业发展项目的前期工作，加大了对
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启动了“泸西小微企业创业园”建

设。
红河州依托“三大平台”建设，强化招商引资力度。在产业

招商方面，重点围绕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产业链、龙头企业和重
大项目、工业园区进行招商。在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面，重点

采取专业化招商、区域性定向招商和以商招商等方式。在完善
招商引资考核激励机制方面，建立了重点项目推进机制、分

工协同机制、利益分享机制，推行招商引资目标责任制
考核。同时，精心组织系列重大招商活动，加强入

驻项目的跟踪服务，着力提高合同履约率、资金到
位率和项目落地率。今年1月—10月，全州共完

成省外实际到位资金534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118%；预计全年可实现 576 亿元

的年度工作目标，比去年的287亿
元增长103%。

三大平台打造发展新引擎三大平台打造发展新引擎

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全国城镇化健

康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后，红河州明确了发展
战略目标：全州城镇化健康发展要坚持以人为

本、改革创新、统筹城乡、四化联动、节约集约 5
个原则，通过“十化五发展”（“十化”即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城镇空间布局合理化、资源利用集约高
效化、城镇建设特色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公共服务

均等化、城镇管理精细化、人居环境友好化、城乡发展
一体化和人民物质精神富有化；“五发展”（即和谐发
展、健康发展、协调发展、跨越发展、绿色发展），力争到
2020年，把红河州建设成为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重要
合作平台、具有西部高原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边疆民族
团结的示范区、民族风情旅游的休闲地和云南经济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

通过多次调查研究和认真论证，红河州出台了《云南
省红河州城镇化健康发展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明
确了 8个方面、26项改革任务，并按照“一次部署、分年
启动、有序推进、滚动实施”的原则，制定了《中共红河
州委、红河州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红河州城镇化健康发
展综合改革的意见》、《红河州城镇化健康发展综合改
革三年实施计划（2014 年—2016 年）》和《红河州城
镇化健康发展综合改革2014年实施方案》。

红河州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红河州城镇化
健康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共分 3 个阶段实

施：2014 年—2016 年为第一阶段，部署城镇
化健康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制定 3 年

实施计划、年度工作计划，开展先行先
试。其中，2014年启动 28项，2015年

启动27项，2016年启动25项，通
过 3 年时间全面启动并滚

动 推 进 ；2017 年 —
2018年为第

二阶
段，在先行先试基
础上，全面深化各项改
革，创新改革政策措施，建立
健全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试点的
各项制度；2019 年—2020 年为第三阶
段，进一步深化城镇化健康发展综合改
革试点的配套政策，健全完善推进工作机制
和政策体系，城镇化健康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工
作取得新进展，初步形成城乡一体、产城融合的
格局。

自去年底以来，红河州对重点领域进行了综合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首当其冲。按照“减项目、减
程序、减时限、减费用”的工作思路和“零障碍、低成
本、高效率”的目标，对州级 43个部门 403项行政审批
项目进行反复核对，出台《红河州人民政府关于简政放
权 取消和调整部分州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州
直部分行政审批项目29项，调整107项（其中下放管理层
级 48项、调整实施机关 2项、合并 57项为 17项）；取消州
内中央、省级垂直管理部门行政审批项目1项，调整4项。
按照“清章点证，减红清灰除黑”等原则，清理权力清
单，目前已经清理出行政权力2万多项。其中县市级最
多达4400项；州级3795项，其中行政许可类226项，行
政处罚类 2051 项。开远市在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中，以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村居民房屋及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集体林地林木流转为核心，搭建了农
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市级建立农村产权流转服
务中心、评估中心和纠纷仲裁委员会等。为农
村产权确权颁证是开远市深化改革的又一举措，
目前已经完成全市农村房屋测绘5818户，给农
民颁发房屋所有证2251本。在农民土地流转
上，开远市采取政府积极引导鼓励、健康
有序流转的原则，已流转土地面积 8.1
万亩，集体商品林 2.18万亩，有效
盘活当地农村产权资源，增加
了农民收入，解除了转户
入 城 居 民 的 后 顾 之
忧。

““十化十化”“”“五发展五发展””引领城镇化引领城镇化

近年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立
足于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明确了以“中国梦·红河路”为主题，以

“一个中心、五个示范”为战略目标，以全面实
施“美丽家园”行动计划和“一个试点、三大
平台”为载体的工作思路。2014 年是红河全面
深化改革之年，全州经济实现稳步增长，预计
生产总值将增长 10%左右，规模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2%。

抓住机遇占高地

问：红河州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处
于怎样的战略地位？红河州如何抢抓机遇，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脚步，做大做强边贸经济和
文化交流？

杨福生：红河州地处云南东南部，与越南
相毗邻，处于中国—东盟两大市场的结合部和
中国昆明、越南河内两大城市辐射的交汇点，
是我国陆路通往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也是
西南地区东出“两广”、 南下连接海上丝绸之
路的便捷通道。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大
背景下，红河州具有建设面向东南亚出口产品
生产基地、口岸和转口贸易基地以及区域性综
合保税区的地缘优势，具有加速发展外向型经
济的良好条件。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红河州可以发挥
三大作用：首先是发挥面向东南亚国家开放的
通道作用。目前，通往“两广”和越南的国际
大通道正在加快形成，鸡石、通建、蒙河、石
蒙等高速通道先后建成通车，玉溪至蒙自铁路
建成营运，蒙自至河口铁路已投入运行，形成
了昆明至河口口岸的标准铁轨全程铁路。蒙文
砚、弥泸、石红高速等高速公路正加紧建设，
红河机场、元阳哈尼梯田机场加快筹建，制约
互联互通的“瓶颈”将全面消除。

其次是发挥沿边开放开发的示范作用。重
点是以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为突
破，探索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新模式。加强
口岸物流、出口加工、贸易市场等口岸功能区
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区域通关协作，推进沿边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发挥内外联动作
用，扩大双边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提高边境
地区、民族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努
力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打造成为跨境
经济合作先行先试区和昆河经济走廊重要增长
极。

第三是发挥对东南亚开放的平台作用。国
家级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河综合保税区、
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是国家赋予红河对
外开放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红河州将把这
些“金字招牌”用足、用好、用活，发挥好先
行先试和辐射带动作用。我们将依托滇南中心
城市群，北部7县主动融入滇中城市经济圈一体
化发展，成为滇中城市经济圈的重要增长极、
面向东南亚开放的门户、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平
台。

红河将在国家“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中找准定位、扮好角色，把握新机
遇。在加快发展自身的同时，当好桥梁纽带，为全国各地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合
作构筑通道、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努力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走向东南亚和“海上
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支点。

多措并举谋发展

问：2014年是红河州深化
改革年，也是红河统筹稳增长、
调结构、扩开放、保稳定等各项事业
持续发展的关键年。今年，红河采取了
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哪些新跨
越？

杨福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红河州始
终按照“稳中求进、好中求快、改革创新、示
范引领”的总体要求，努力克服各种风险和挑
战，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稳步健康发展。

投资是红河经济增长的强劲拉动力。我们全力
以赴推进以综合交通、水利、城建为重点的基础设施
建设，全州投资规模持续高速增长，预计全年规模以
上固定资产投资可完成1205亿元，增长50%。以“1237”（1
条城市轨道、2个机场、3条铁路、7条高速公路）交通骨干网
络建设为重点，全力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 1至
10月，全州共完成综合交通投资172亿元。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实施阿扎河、云洞、丫多河水库建设工程，铜厂、八尺水库
等水源工程开工，推进了高效节水灌溉及一批水源工程项目的
前期工作；建成了两个风电场，一批风电场项目实现开工，加快
推进了金平三家河等4座水电站建设。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是我们今年的重头戏。红河
州重点实施了北部百万亩现代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项目预
计总投资 200 亿元，主要覆盖农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北部 6 县市，
突出水、田、路、调整产业结构、培育经营主体五个重点环节，
重点打造“六大样板、十大基地、十二大园区”，连片成带建设13
个片区110万亩。目前，已落地的招商引资项目达40多个，涉及投
资140多亿元。重点推动工业转型升级，通过加快结构调整，改造
升级重化工业，突破发展非烟轻工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实施了

“三年工业倍增计划”和园区建设“千百亿”工程，出台促进工业经济
转型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推进了一批标志性产业转型升级重点项
目，启动建设了泸西中小微企业产业园，并在全州实施“两个10万元”
微型企业培育工程，预计全年将培育1500户。今年1月—11月全州共
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投资218亿元，实施重大工业项目22项。红河州还
积极参与昆玉红旅游文化产业带建设，将建水作为红河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重点推进建水、弥勒、元阳的高端旅游，促进全
州旅游业转型发展。1月至10月，全州完成旅游投资65亿元，接待国
内外游客1790万人次，增长21%，实现旅游业总收入141亿元，增长
28%。此外，我们加快发展金融服务业，加快推进人民币离岸结算试
点等工作，全州 8家金融机构的 17家分支机构开办了人民币跨境
结算业务，结算地域拓宽到11个国家和地区。1月至10月，全州跨
境人民币结算总额达65亿元。

“美丽家园”建设，实现红河百姓安居梦。2013 年 5 月，
红河州启动“美丽家园”行动。按照政府引导、多方参与，以人为
本、依法运作，统一规划、分年实施，生态优先、突出特色，统筹
兼顾、系统推进的原则，遵循“建筑风格统一、建筑外观统一、
建筑模式统一”的“三统一”要求，“做特民居”、“做美村庄”、

“做优集镇”、“做强城市”，因地制宜地从“房、村、镇、城”4
个层次构建美丽新家园。从去年 5 月以来，全州共安排
10 万户居民做特民居 （拆除重建 7 万户、改造提升 3
万户），265个村庄做美村庄和26个集镇做优集镇。
截至目前，全州整合各类资金64.48亿元，兑付农
户补助资金15.51亿元，拉动农户直接投资150
亿元，完成做特民居近 9万户、做美村庄州
级示范点 175 个、做优集镇 17 个，完成
保障性住房建设 1.8 万套、棚户区
改造 9690 套以及教育、卫生、
养老等一系列公共设
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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