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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C E  H U A

背影：“小香港”的辉煌与衰落

易门县矿产重镇绿汁镇的兴衰浓

缩着全县矿业发展的历史。

作为云南省最古老的铜矿区之

一，绿汁镇的采冶历史可追溯到明

朝。1953年，绿汁镇成立了中央重

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易门铜矿

（1958年更名为易门矿务局），在国

家支持下开始大规模铜矿采选，先后

建成三家厂矿、凤山矿、狮子山矿等

7座大中型矿山和2个选厂，年最高采

矿量达169万吨。1960年到2009年期

间，出产含铜精矿50多万吨，上交国

家利税6亿元。顶峰时期，有4万多人

生活在这里，流动人口达10余万人

之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流行

的俗语就是‘我家小囡快快长，长大

嫁到三家厂矿’，街上看到穿的确良

衬衣的肯定是三家厂矿的人。”绿汁

镇镇长卜绍良告诉记者，当时的绿汁

镇是被冠以“小香港”之称的繁华之

地，当地有工人俱乐部、绿汁公园、

电影院、银行等，经济、基建、医

疗、文化教育水平均达到全省一流

水平。

经过大规模开发，易门县主要

矿产资源逐步枯竭，部分矿山企业相

继关闭或转产。据相关资料显示：至

2010年末，易门矿区剩余可采金属储

量仅为11.72万吨，主导矿种资源剩

余可采储量可供开采年限有限，铜矿

主体矿床已枯竭，钨矿资源剩余可采

储量可供开采2年。

作为曾经的易门矿务局员工、

现小绿汁社区党总支书记吴志荣1981

年从丽江来到绿汁镇，17岁的他作为

一线工人在凤山矿工作，一待就是30

余年。“随着矿山企业相继关闭或转

产，2003年大家都开始往外走，剩下

的基本都是易门矿务局的离退休职工

和家属，老人占比达到70%。如今住

在矿区里的还有1000多人。”

转型：打破“矿竭城衰”魔咒

在如何破解“矿竭城衰”难题，

寻找接续替代产业，迈上可持续发展

之路的问题上，易门铜业有限公司是

产业转型的一面镜子。截至今年10

月，易门铜业公司实现利润2.07亿

元，较2017年1.45亿增加0.62亿元，

全年预计可实现2.3亿元，同比增

长58.06％。

“自从被纳入资源型枯竭城市

以来，我们就确定了低含铜高杂质原

料、低碳熔炼生产、低负债经营的差

异化竞争策略。”易门铜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应宝说，由于易门交通运

输成本较高，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

化，公司采用的原料是从省内和国内

曾几何时，地处滇中的易门县因矿而兴，被称为“小香港”，但随

着铜矿资源的逐步枯竭，易门县一度陷入了“矿竭城衰”的发展困境。

2011年，易门县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为了摆脱对资源

的过度依赖，“转型”和“重生”成为易门县发展的关键词。

近年来，易门县交出的转型发展答卷备受瞩目：2014年、2015年连

续两年县域经济综合考评居云南省129个县（市、区）第一，2016年被考

核为云南省跨越发展先进县，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经济增速居云南

省第一。2017年和今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居省市前列。

伴随着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易门县抓住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机

遇，用行动展示着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速度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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