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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在攀钢钒轨梁厂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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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 共美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婷婷 郭夏 何良 刘泰山 曹宇阳 成欣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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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资源攀西攀西 焕然呈新焕然呈新

新时代四川经济地理调研纪新时代四川经济地理调研纪行行⑧⑧

攀西经济区攀西经济区 转型之路上的特色与绿色转型之路上的特色与绿色

金沙江、雅砻江——
裹挟着巨大的能量，从高山峡谷中奔涌而出；
一条神奇的大裂谷——
上亿年地质构造运动形成，藏有让人艳羡的矿产资源；
新成昆线——
犹如巨龙穿越莽莽大山，将曾经的天堑变为新通途；
所有这些要素交织，坐标的位置逐渐清晰——中国西部，宝地攀西。
得天独厚的资源，是自然的馈赠。依托资源，为地方经济发展按下了加速键，更上升成为国

家战略。2013年，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成立，攀枝花市与凉山州是核心区域。
转型升级的迫切，是时代的要求。在省委“五区共兴”发展战略之下，攀西经济区要擦亮国

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这块金字招牌，抢抓新成昆铁路开通重大机遇，加快推动安宁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探索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

攀枝花与凉山两地，该如何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何实现产
业资源从特色到绿色的同频共振？如何在区域转型升级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5月初，新时代四川经济地理调研纪行采访组深入攀西经济区寻求答案。

因资源而兴，也因资源而困。资源型地区、城市如何破
除资源“围城”，进行转型突围？这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德国鲁尔区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形成了以煤炭和钢
铁为基础的重工业区，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心脏”。伴随着
生产结构单一、煤炭工业衰落、新技术冲击等原因，鲁尔区
走向衰落。我国的能源版图上，也曾有资源型城市，走过了
资源富余期，最终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

未雨绸缪，钒钛资源富足的攀西经济区，如何将资源的
高效绿色利用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区域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进行联动统筹？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在省委“五区共兴”发展战略
下，攀西经济区匡正理念，突围转型，钒钛产业开始迎来升
级之变。

用创新发展破转型升级之困。
西昌城郊，钒钛产业园内热火朝天，一个高端钛材制造

基地正初现雏形。厂房里正在安装调试 18 滚可逆式轧机，
这是国内第一台既能轧钢又能轧钛的机器，来自国外的技
术顾问，在现场指导安装。基地预计今年6月30日竣工，钛
卷年产量达到两万吨。

两万吨，意味着国内最先进的水平。
可以预见的是，依托独特资源优势，这里将形成一个以

新品种、高附加值产品开发为重点的钛产业集群，在全国形
成最完整的链条，填补空白。

在攀枝花，攀钢集团四川鸿舰重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不太起眼的老厂房内，在全国率先自主轧制出了“手撕
钛”。这一国内首卷0.1毫米×500毫米宽幅钛箔材的诞生，
让原本“按吨卖”的钛材，开始“论斤卖”了。成了紧俏品迅
速占领市场，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化工、电子及新能源等
领域。

用开放发展化转型升级之难。
地处川滇交界，攀西以开放理念，拓展钒钛“朋友圈”，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与成都加强新材料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主动对接高

端制造业对新材料及关键零部件的配套需求，成都则向其
输送终端产品、重点设备及相关服务；攀枝花市与重庆市
大足区、渝北区、江北区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将在产业发
展、园区平台合作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今年，是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设立攀西国家级战略资
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
第十年。倚战略资源，
兴战略发展，世界级钒
钛产业基地，已渐行渐
近。

新成昆铁路上复兴号疾驰，全线 860 公里铺垫的 14.1
万吨钢轨，全部来自攀钢制造。

5月的攀枝花，气温已近38℃。
在攀钢钒轨梁厂内，更是热浪袭人。生产线上，加热

到 1200℃的钢坯，正在进行高压水除鳞、氧化铁皮剥落的
工序。上千摄氏度的钢坯热浪，映红了综合室副主任张建
的脸。这位 1997 年大学毕业就来到攀钢工作的“老钢铁
人”是时代的见证者。

从“七户人家一棵树”一跃成为钢铁之都，钢铁见证了
攀枝花的荣光。然而，近年来受全球行业影响，钢材价格
下跌，攀枝花及攀钢，都受到了巨大冲击。

“铁饭碗”还端不端？怎么端？答案是肯定的——钢
铁产业这一“基本盘”，不能丢，也丢不得。钢铁是工业的

“粮食”，作为工业大省的四川，不能“缺粮”。
稳固工业“粮食”的办法，就是继续把钢铁产业作为支

柱性产业之一做大做强，加快技术攻坚，向高端迈进，加速
产业升级转型。

在攀钢研究院重轨焊接实验室里，重轨焊接团队高级
工程师袁俊和同事正加紧进行钢轨压力静弯试验，这支由
10 多名青年科技人员组成的团队围绕钢轨新工艺研究、新
产品开发以及制造、应用等全流程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
钢轨新技术与新产品30余项。

大力发展高性能模具钢等先进钢铁材料，力争今年全
市先进高端钢铁材料产业产值达 450 亿元以上，全方位深
层次合作，全力推进攀钢钢轨占有国内国际市场。这是攀
枝花定下的目标。

地处著名的攀西裂谷成矿带的西昌，是世界罕见的“聚
宝盆”，境内及周边地区矿产资源富集，在主要矿种中，钒钛
磁铁矿保有储量15亿吨，富铁矿4985万吨，居全省第二位。

今年 4 月，攀凉两地签署了《深化区域合作 共同推进
攀西经济区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迈入了全
方位深层次合作推进攀西经济区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攀枝花与凉山将深化铁矿资源开发合作，打造全国钒
钛低微合金钢材制造基地和西南地区钢铁材料制造服务
基地，推动攀钢钢轨占到我国钢轨市场份额40%以上、出口
份额70%左右。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支持攀西经济区走特色发
展之路。钢铁产业作为特色，也必将走出一条更新的路子。

攀西如何解锁绿色低碳发展，如何在清洁能源开发中
挑大梁、唱主角？

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攀西找到了打开未来发展的
新钥匙。

这把“钥匙”，解开了全新集约型项目助推乡村振兴的
密码。

在凉山州西昌市的通威西昌“渔光一体”项目，辽阔的
水面上架设着一排排整齐的光伏板，水下时不时能看到鱼
儿穿梭的身影。“基地共有 78336 块光伏组件，它们会把太
阳能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电能，平均每年将有约 3100 万度电
通过电网输送至千家万户。”渔光一体电站站长罗虎介绍，
在这个占地约630亩的园区，仅需5名管理人员。

园区养殖承包户殷从亮介绍，设施养殖面积 4.2 亩，能
产出27.07万斤鱼，经济效益是传统养殖的32倍。

这把“钥匙”，破解了攀枝花北部山区农业发展的瓶颈。
攀枝花仁和区大龙潭乡混撒拉村芒果林，长势喜人。

旁边农家的屋顶，光伏板吸收着太阳的能量。光照持久，也
意味着降雨量少，村民只能抽水灌溉，大龙潭乡混撒拉村党
总支书记邹胜洪介绍，“村民的生产生活用水大部分都依靠
提灌站供给，全村每年的电费高达 30 万元，这种情况在山
区普遍存在。”

解决之道仍是阳光。用光伏发电提水灌溉，能大大降
低水费，破解了农村发展难题。

这把“钥匙”，畅通了攀西经济区走特色发展的道路。
攀枝花缺水吗？不缺。这里有浩浩荡荡的金沙江和雅

砻江穿城而过。两大水系过境水量多年平均 1100 亿立方
米。水电装机蕴藏量为689万千瓦，实际可开发量661万千
瓦，目前已开发661万千瓦。

攀枝花缺水吗？缺。“水低人高、水低地高，水在山下流，
人在山上愁”是攀枝花水资源现状的生动写照。简单来说，攀
枝花的水在山下，人与地在山上，直接抽水上山成本太高。如
何将水引上山为土地“解渴”？结合攀枝花风能、光能、氢能等
新能源开发的广阔前景，“水资源配置+抽水蓄能+新能源开
发”三结合项目，让江河在这里“上山”。项目工程覆盖范围
1600平方公里，涉及攀枝花市20%以上国土空间，覆盖全市
70%以上人口，覆盖区域贡献全市70%以上GDP。

钒、钛、钢铁、宝地攀西，产业飞腾；
追风、逐光、击水，清洁攀西，水绿天蓝；
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转型升级，攀西经济区，

将继续擦亮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这块金字招牌，
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绘
就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的攀西图景。

（一）破除资源“围城”
钛资源(以二氧化钛计)占全国 90.5%，占全球 35.2%;钒

资源(以五氧化二钒计)占全国 52%，占全球 11.6%。资源得
天独厚，攀西该如何构筑世界级、千亿级的钒钛产业集群？

(二)继续端好“铁饭碗”
在钢铁行业受市场下行影响与钒钛产业迅猛发展的两

面夹击之下，该如何继续端好“铁饭碗”，如何从一业“独大”
做成一业更“强大”？

（三）解锁绿色低碳发展
攀西山川，“风光”无限。水、风、光等资源富集的攀西

地区，该如何瞄准清洁能源千亿产业集群，打造全国清洁能
源基地？

①凉山州西昌市通威西昌“渔光一体”项目
②凉山州西昌市钒钛产业园内攀新钒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厂房里正在安装调试18滚可逆式轧机
③攀枝花市攀钢钒轨梁厂内工人正在作业
④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通过攀枝花市海控湾大桥 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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