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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都不像个（煤）老板？”

杨涛有些尴尬，回答说：“领导，经

济不景气，日子难过，不苦干不行啊。”

这次对话把杨涛的思绪带回了富

源煤炭发展最好的“黄金十年”。那些

年煤炭值钱，老板们赚钱容易，他每

天都穿着洁白的衬衫，浑身干净整洁。

作为富源县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

亲历者之一，他亲眼见证了富源经济

最辉煌的一段时光。

20多年前，杨涛在昆明做香烟生

意，后辗转回到富源并在老客运站

附近做起了批发，赚到了人生第一

桶金。

从 2003年开始，富源煤炭行业正

式进入“黄金十年”，之后杨涛也逐步

开始涉足煤炭行业，最多的时候，他

曾拥有四个煤矿。

那是一个煤炭被称为“黑色黄

金”的年代，一吨煤炭最高时可以卖

到七八百元，利润高得惊人，煤矿行

业在富源也呈现了“疯狂”发展的态

势，很多暴发户正是从那时候发家。

在富源当地人记忆中，从 2003 年开

始，劳斯莱斯、宾利、保时捷等豪车

不断出没于富源。

10年间，丰富的煤炭资源让富源

成了世人眼中富豪云集之所、巨额财

富洼地，风光无限。然而，与这种光

芒形成反差的是，十年后，众多的煤

老板正在煤炭“寒冬”中备受煎熬。

杨涛觉得比起其他一些煤老板，

自己算是幸运的，因为除了煤矿以

外，他还经营超市，从事批发等行

业，“多条腿”走路在一定程度缓解了

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

从 2013年起，整个煤炭产业开始

走下坡路。如今，杨涛的四个煤矿已

经只剩一个，两个被卖掉，一个被关

停，瞬间损失了1.6亿元，剩下一个在

寒冬中煎熬，但因为“煤炭价格已经

跌到了两百多元一吨，开工也仅够维

持成本。”

当然，对众多煤炭企业老板而

言，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面对的

问题是，银行不愿意给煤炭企业贷

款，至于原因，“不是不相信人，而是

不相信目前这个市场。”

转型需要所有人努力

杨涛这样靠煤炭发家的老板转型

的背后，是如今富源煤炭行业萧条的

大环境。

过去 10年间，煤炭让富源经济实

现了发展，但伴随着煤炭行业黄金 10
年过去，富源经济陷入了增长乏力的

阵痛期。

有业内人士就直言，“2013年，还

有部分煤矿能够保本，但进入 2014年
便全行业亏损，到现在依然处于下滑

趋势。”

3月 18日，富源县召开 2016年煤

炭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尽管煤炭产

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不等于

煤炭产业就没有发展空间，或者说走

到了绝路。

这次会议，除了总结富源煤炭安

全生产、产量增幅以及关闭整合煤矿

上取得的成效外，还梳理了当前面

临的煤炭发展不平衡、行业亏损持续

加剧、大量矿井长期停产停建等突出

矛盾。

困境之下，富源县煤炭局局长

黄波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富源

煤炭行业确实处于寒冬。”对于未来，

“机会肯定有，但是不确定因素也

很多。”

所以，在认识到煤炭产业发展不

利因素的同时，也要看到煤炭产业面

临的一些良好机遇。

黄波端说，过去这段时间，当地

一直在进行转型升级改造，淘汰落后

产能，到现在为止，全县至今共有 42
对矿井被关闭。之后，能源结构调整

优化的方向依然不会变。

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部门也鼓

励和引导那些关闭煤矿的老板们积极

转型，一种是从事农业和商贸流通，

一种则是从事中药材种植，其中不乏

成功者。

煤老板杨涛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

下，转型投入庄园农业建设。在很多

人看来，这也是主动适应环境的一种

表现。

这就如同富源煤炭行业目前的现

状，从上到下都期待着行情的复苏，

但是这个过程，同样需要所有人从上

到下为产业升级转型而努力。

转型路上，杨涛并非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但应该算得上是很大胆的一

个。就如同富源县农业局局长李树平

所言：“庄园农业在富源算是新生事

物，只要资金链不断，应该有不错的

市场前景。”

杨涛对未来依然充满期待，家里

的其他产业本可以保证他的日子过得

很滋润，但是他觉得，在转型这条路

上，不管成功与否，每个人都应该做

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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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庄里的工人在给苗木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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