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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华坪县立足现有条

件，狠抓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发展。2014年至今，华坪县采煤矿

井从81对减少到29对，2018年原煤

产量锐减至81.25万吨；全县非煤矿

山从42座整合重组为25座。”华坪

县相关领导表示。

石龙坝镇是华坪县煤矿最为

集中的地区，针对煤炭转型升级，

当地镇党委、政府提出了“四转模

式”，即更新观念，让矿主转行；

党内帮扶，让矿工转岗；党员带

头，让矿山转绿；设岗定责，让矿

区转稳。石龙坝镇德茂社区居民孙

绍华就是“党内帮扶，让矿工转

岗”的典型代表之一。

“以前我们这里全是矿山，

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挖煤。几

年前，我们家就开始种植芒果，如

今发展了138亩芒果。收成好时，

年毛收入曾达70多万元。”孙绍华

说。从16岁开始，他就到矿上从事

挖煤工作。后来，跑了几年煤炭运

输，虽然收入不错，但越来越糟的

生态环境让他忧心不已。2015年，

在镇、社区两级党组织的帮助下，

孙绍华丢下煤锹，拿起锄头种植芒

果。如今，孙绍华每年的收入比原

来挖煤还高。

在产业发展中，为解决转岗

矿工不善管理、不懂经营等问题，

石龙坝镇通过“送出去”与“请进

来”相结合，加强种养技术培训，

大幅度提升转岗矿工在农业方面学

科技、用科技的能力。

如今，石龙坝镇“四转模式”

经验在全县广泛推广。华坪县一边

做去“黑”的减法，积极推进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一边做增“绿”的

加法，大力发展以芒果为主的绿色

生态产业，闯出了一条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双赢的新路子。

由“黑”转“绿”：生态富民

见成效

从“黑色产业”向“绿色经

济”转型，华坪县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对全县的生态产业发展进行了规

划，引导群众在海拔1600米以下区

域种植芒果，1600米以上的山区、

半山区种植核桃、花椒。不但打造

出长江上游绿色经济强县，还筑牢

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

如今的石龙坝镇，曾经的矿山

已经披上绿装，郁郁葱葱的晚熟芒

果缀满枝头。在华坪县诚鑫芒果专

业合作社芒果基地，工人们忙着采

果、选果、装箱……

华坪县诚鑫芒果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陈仕昌，曾经是当地有名的

煤老板。随着全县经济转型升级，

陈仕昌转型成为专业种植芒果的果

农，还牵头成立合作社，对果园实

施科学管理，提倡统一作业时间、

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芒果销售价

格。如今，合作社芒果种植面积达

1500亩，年产量140万斤，产值420万元。

华坪县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成立华坪县芒果技术服务站，

加大芒果种植管理的技术培训，并

打造果子山万亩优质芒果示范种植

基地。加强示范引领、扶持芒果加

工企业延长产业链、举办芒果文化

节为芒果的销路搭建平台、招商引

资筹建芒果小镇等，通过实施一系

列措施，进一步加大对芒果产业的

扶持力度，以“种好芒果还黑煤矿

山绿水青山”来实现煤炭产业转型。

通过县委、县政府的引导、

规划，依托得天独厚的金沙江干热

河谷气候及良好的生态环境，华坪

县芒果产业快速发展。截至目前，

全县芒果种植面积达33.6万亩，

居云南第一、全国第三，芒果产值

近20亿元。2020年初，华坪县果

子山万亩芒果基地荣获“最大规模

的芒果种植园”吉尼斯世界纪录TM

（Trademark）认证。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华坪县生

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监测数据显

示，华坪县酸雨频率从2003年的58%

下降至2019年的2.56%；县城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率达到100%；纳入监控

的7个地表水监测断面和两个县级城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口水质常

年保持稳定达标。近5年来，华坪县

没有发生重大突发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事件。

曾经的生态短板，已转变为华

坪县新的发展优势。近年来，华坪

县立足资源优势，打造美丽县城、

美丽乡村，主动融入打造世界一流

“健康生活目的地牌”建设，大力

发展康养旅游产业的底气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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