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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铜矿资源枯竭，有着千年铜

矿开采史的东川“因铜而兴”，亦

“因铜而衰”，如今正经历着前所未有

的阵痛。

好在千年冶铜的历史造就了东川

人不服输的性格，在资源枯竭、生态

破坏以及山区群众亟待脱贫的现实压

力下，他们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一条

“涅槃重生”的转型之路。

不过，类似东川这样典型的资源

型城市，靠什么摆脱传统发展的“路

径依赖”？面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桎

梏，它又靠什么开辟发展新路？

突破“一铜独大”格局

东川采铜的历史源于 2000 多年

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川已经是

我国知名的老工业基地，经济总量在

云南地位显赫。

但东川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

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矿产资源日益枯

竭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阻碍。东川区

委书记张之亮此前在全省县 （市、

区） 委书记工作交流视频会议上就坦

言，东川“因铜而建、因铜而兴、因

铜而衰”，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 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由于资源枯

竭，东川 1999 年由地级市降为县级

区。数千年的铜矿开采和特殊地质构

造，导致东川生态环境恶化、发展受

阻、贫困加剧。目前全区贫困人口

5.96万，占昆明市贫困人口的34%，贫

困发生率居全市第一。

在这样的现实压力面前，东川的

决策者们开始认识到，过分依赖资源

的发展不是长久之计，完全抛开现有

产业基础也非明智之举。转型发展过

程中，可以将铜矿、磷矿资源直接用

于资本、技术、项目等的合理转换，

实现资源优势倍数放大。所以，张之

亮表示，要破解“资源魔咒”实现转

型发展，就必须立足东川实际，从铜

做起，抛弃“另起炉灶、釜底抽薪”

的杂念，也只有这样，贫困人口才能

实现脱贫。

东川区发改局副局长丁军介绍，

在此基础上，“按照‘强园区、延伸

铜、突破磷’的思路，东川目前重点

发展铜资源深加工产业，不断延伸铜

产业链条，提升传统产业业态，同

时，加快磷化工产业发展步伐。”

在东川四方地工业园区，以生产

磷化工产品为主的昆明川金诺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对生产线进行升

级。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升级生产

线，对磷进行深加工，既是市场需

求，也是目前东川产业转型大势所趋。

据悉，截至目前，东川区已经建

成天生桥异地工业园、四方地工业

园、碧谷工业园和阿旺太阳谷产业

园，“一区四园”产业集群发展构架初

步形成。

另外，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东

川的管理者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彻底

摆脱产业发展的“恋矿情结”，从“一

铜独大”的发展格局中走出来，还需

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所以东川还

将加快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开发，

积极发展生物医药、食品加工等非资

源型产业。另外，第一和第三产业比

重也将大幅提高。

“经过调整后，东川区三次产业结

构已经从 2007年的 8.3∶70.9∶20.8优化

调整到 2015年的 7.3∶53.9∶38.8，二产

比例下降了17个点。”丁军说，按照转

型思路，东川将从倚重二产转变为通

过二产联动一产和三产，实现三个产

业共同发展，走一条独具特色的转型

发展之路。

生态修复促农增收致富

在东川的转型过程中，“恢复生

态”是无法回避的一道难题。在 2000
多年的冶矿历史里，毁灭性的伐薪炼

铜和过度垦殖使东川成为全省乃至全

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到

1985年，东川森林覆盖率仅为13.3%。

汤丹镇村民黄涛直言，以前生态

好的时候还可以说“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但生态破坏后，很多地方已经

“靠山吃不了山，靠水吃不了水”。

在尝到了生态破坏带来的苦果

后，当地人意识到只有让生态环境有

了亮色，经济发展才会有韧劲，脱贫

才不会变成一句空话。

所以早在前些年，当地开始大面

“天南铜都”的转型之路转型之路

东川四方地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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