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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C E  H U A

采购成本较低的低含铜原料。2017年

公司投入技改资金1.9亿元，完成了

包括熔炼炉改造升级在内的一系列技

术革新，消化低品位矿石能力提高，

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公司人均利润达

17万元。“2017年，公司完成技改投

产，当年产能翻了一倍。年产粗铜达

到8万吨、硫酸35万吨，还被列入中

国铜业第一批铜冶炼企业智能制造的

试点企业。”杨应宝介绍。

如今，易门铜业有限公司年产

值、上缴税金均占全县的25%左右，

在玉溪市排名第四，成为易门县名副

其实的骨干企业。

另一方面，为全力加快接续替代

产业培育，易门县在2011年引进了贵

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贵研

资源（易门）有限公司，初步探索出

一条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向资源综合

回收利用递进的转型发展路子。

贵研资源高级工程师熊庆丰介

绍，目前公司在易门建成了全国规模

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贵金属二次资源

循环利用示范基地，每年产出铂族金

属7吨，超过了国家从矿山资源挖掘

出来的一次资源量，有效缓解了我国

对铂族金属的需求。在贵研资源的规

划里，随着二期项目的上线，铂族金

属的产量将达30吨，易门县将有望成

为“中国铂都”。

“在转型发展中，易门县明确

以转型发展为主线，以优势再造为方

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巩固提升传

统支柱产业，积极培育接续替代产

业，推进产业结构由单一矿业采选为

主向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精深加工、

多元化业态转变，经济发展由资源导

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增长方式由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易门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杨剑纲表示。

进程：建设生态绿色易门

因资源枯竭，易门县二三产业发

展滞后，农业在全县生产总值中虽占

比较大，但经济总量长期处于玉溪市

中下游水平。引进新的增量资金，拓

展新的发展空间成为发展易门县农业

产业的有效手段。

“天上下多少雨，山上就流走

多少水。”过去，十街乡放眼都是荒

山。如今的荒山已被1万亩柑橘林覆

盖，丰产期亩产可达5吨，亩产值1.5

万元左右。在受益的农户中，不乏回

归农村的失业矿工们。

易门县农业局局长李小龙告诉记

者，2012年起，易门县引进了多年从

事柑橘种植与销售的橙冠公司等多家

企业，在占马田和张所两个片区种植

柑橘，目前十街乡柑橘种植年产量达

4500吨，产值达1260万元。

为更好地发展柑橘产业，橙冠

公司在乡集镇果蔬交易市场投资建盖

了一座柑橘选果厂。成批的柑橘经过

筛选、分级、包装后直接发往省外。

“之前十街乡只管种植，销售要拉到

华宁去，运输成本高。现在直接在产

地分选后发往全国，一公斤果子节

省0.2元成本。”易门橙冠开发有限

公司经理陈小刚告诉记者，今年8月

底，橙冠农业电子商务服务部也开始

运营，目前已上线柑橘、水果玉米、

小瓜等多种产品。截至10月下旬，已

实现营业额2000余万元。

“县委、县政府近年来不断调优

农业结构，全县农业形成了以粮油、

蔬菜、烤烟、林果、畜牧、野生食用

菌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2017年全县

实现农业总产值20.4亿元，农业增加

值11.58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12516元。”李小龙介绍。

绿汁镇通过大力开发绿色冬早蔬

菜产业和规划建设特色小镇，也迈出

城镇转型发展新步伐。2.2万亩冬早

蔬菜每年能给当地群众带来6000余万

元收入。

除了做精做强农业，绿汁镇在

旅游方面也很有潜力。保留完整的狮

凤山矿洞、上世纪90年代曾接待过

乌干达总理阿迪耶波的招待所、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街景以及周边峻奇险

秀的自然风光，都成为绿汁镇的特色

旅游资源。在卜绍良看来，资源枯竭

型城市，枯竭的是矿产，不是文化。

“目前，绿汁镇的‘滇铜古镇’项目

可研报告和特色旅游小镇创建方案已

通过评审，对外宣传和招商引资工作

有序推进。我们将抓住绿汁江流域综

合开发等机遇，加强历史文化和工业

遗迹的保护与利用。”

“这两年来绿汁镇实施了河道治

理、地质灾害防治、农村环境整治、

人居环境整治以及百千工程等项目

建设，总投入4亿余元，尤其是省道

S313线的改扩建，还有正在施工建设

的弥楚高速，更是为绿汁镇的发展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绿汁镇党委书记

魏榕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刊记者 欧阳小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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