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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抓实各项目标任务 推动经济量质提升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是落实省委“3815”战略发
展目标“三年上台阶”的关键之年，也是全州产业振兴三年行动的
最后一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洱海
高水平保护和产业高质量转型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稳中
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加快转型提质、发展提速，奋力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大理高质量发展新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坚持把创优提质作为全年工作总抓手。我们把做好经济工
作“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与全州发展实际更好结合起来，把创
优提质作为全年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主线，以守底线为前
提、以稳支撑为基础、以增动力为关键、以上台阶为最终目标，围
绕现代农业、工业产业、文化旅游、营商环境等8项重点工作，按照
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具体化的要求，制定2024年度创优
提质重点工作清单，在优势领域保持领先、在重点领域突破创新、
在被动落后领域后来居上，切实以工作创优推动发展提质，真正
做到用数据说话、凭位次交卷。

坚持用“三大经济”激活产业转型新动力。我们把一体做强
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和口岸经济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以
资源换产业、以园区聚产业、以开放推动产业融入大循环双循环，
走一条比较优势向综合优势转换的后发赶超之路。做大资源经
济，推进乳业、核桃、咖啡、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取得突破，
打造一批地理标识度高的“苍洱名品”。加快文旅转型提质，深度
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推进旅游业态产品创新、服务创优，
大力实施“会展、婚庆、研学、体育、农业、住宿、美食+旅游”融合发
展，更好打造“大理美好生活季”“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在大理
爱上生活”新 IP。深入推进以旅游民宿规范管理为重点的旅游市
场秩序整治，持续开展“有奖发票”活动，依法依规抓好旅游税收
征管，不断将旅游的“流量”转化为消费体量和经济增量。做强园
区经济，加快祥云经开区、大理经开区、鹤庆产业园区强链补链，
乘势而上推动弥渡沪滇合作共建产业园量质齐升形成新增长点，
构建滇西一体化产业聚集区。做活口岸经济，提升商贸服务型国
家物流枢纽、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能级，推进中国（大理）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高水平做好南向印度洋大通道大理国际陆
港规划，构建“通道+贸易+产业+枢纽”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坚持以项目建设强化经济增长硬支撑。我们持续实施项目
攻坚行动，着力打好交通、能源、农业、文旅项目投资四大战役，引
导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狠抓开工率、入库率、投资完
成率，弥补投资缺口，着力打赢固定资产投资翻身仗。全力抓实
第三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申报工作，项目化支撑全
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量力而行推进高速公路建设，力争
永昌、云兰高速建成通车，抓好鹤剑兰高速项目实施，加快大理站
主站房建设进度，力争年内交验投用，提速大攀铁路引入大理枢
纽工程，抓实大临铁路、大瑞铁路扩能改造前期工作。不断提高
林草要素审批效率，用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机制，用能用电、
地方政府专项债、预算内资金等优先支持条件成熟的重点项目，
更好发挥项目在经济发展中“强引擎”和“硬支撑”的重要作用。

今年一季度，全州地区生产总值 383.3 亿元，同比增长 4.7%，
高于全省0.1个百分点，全省排名比去年一季度提升9个位次。全
州经济企稳回升，实现良好开局，总体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态
势。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五次全
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牢固树立大抓经济、大抓发展的鲜明导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进一步落实落细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大规模设备更新、消
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稳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有效改善社
会预期，持续巩固提升经济回升向好的发展势头，更好推动全州
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以
洱
海
高
水
平
保
护
和
产
业
高
质
量
转
型
统
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局

中
共
大
理
州
委
书
记

杨
国
宗

编者按
2024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我省实现

“3815”战略目标三年上台阶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为进一步
做好经济宣传工作，5月23日起，《云南日报》开设了“守底线
稳支撑 增动力 上台阶 2024云南经济这样干”专栏，并于6
月6日刊发了中共大理州委书记杨国宗的署名文章《以洱海
高水平保护和产业高质量转型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
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记者杨钰洁采写的报道《文旅再掀消费热
潮》《生态农业实力出圈》《工业“新三样”加速起势》。

为展现我州2024年经济工作情况，本报今日以整版形式
推出上述文章和报道，敬请关注。

□ 记者 杨钰洁 俞少行

走进鹤庆产业园区大理戴卡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今年 1月份
刚建成投产的第一条生产线正在满负
荷运行，铝罐车顺次向一台台低压铸造
机灌注铝液，几分钟后，一个个铝合金
汽车轮毂就已经压铸成型……2023 年
鹤庆县工业总产值突破 200 亿元大关，
工业经济占比达 40%以上，有着“高原
水乡”美称的鹤庆完成华丽转型，一跃
成为全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在鹤庆基地，我们每使用一吨铝
液，比原来融化铝锭少用平均40个标方
的天然气，作为铝产业下游企业，能够
靠近铝资源、铝链条优势突出的地方，
对企业成本控制、节能降耗有着巨大吸
引力。”大理戴卡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项
目负责人郝生飞说。据了解，目前鹤庆

产业园区已引进溢鑫铝业、其亚金属、
南都新材料、大理戴卡等涉铝及铝加工
的“明星”企业 9户，2024年绿色铝产业
预计实现产值 125 亿元，铝液转化率预
计达45%以上。

鹤庆工业的迅速崛起，是重塑大理
工业“筋骨”的重要部分，是大理经济破
困突围的典型实例。过去一段时间，由
于产业结构不优、转型步伐滞后、发展
阵痛爆发等原因，大理一度陷入发展困
境。九届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在认真研
判全国、全省发展大势、政策趋势、产业
走势的基础上，团结带领全州上下围绕

“两城一区、三个走在前”的目标，直面
发展挑战、立起“大理之问”，坚决打破
环湖造城、环湖布局的发展困局，科学
制定实施“双核驱动、协同发展”战略，
把大理市和祥云县作为驱动全州经济
发展的双核，全面激活鹤庆、巍山、

宾川等县潜力优势，形成以大理经开
区、祥云经开区、鹤庆产业园区为主战
场的“三园支撑、多点发力”经济发展新
格局。

同时，大理州依托储量丰富的绿色
能源优势，从无到有抓产业，从零开始
布链条，围绕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
池工业“新三样”，抓实延链补链强链。
贝特瑞、华晟新能源等重大产业项目快
速推进，鸿新新能源项目创造了 4个月
建成投产的速度，立新硅材、正信光电、
英利新能源、深圳致信、昆宇新能源、大
理宸宇、云南银铝铝业、银镁铝业等项
目建成投产，宏井新材料、富恒铝业、云
南天光材料等项目进展顺利，深圳禾
望、埃克森、正泰电器、云南硬碳科技、
中电重工等项目落地建设……从硅料
到拉棒、切片，再到电池片、组件的硅光
伏全产业链和以负极、正极、电芯、电池

为重点的新能源电池产业链正在迅速
搭建、聚“链”起势，为打好大理经济发
展翻身仗攻坚战积能蓄力。

下一步，大理州将以创优提质促园
区发展，全力推进园区攻坚专项行动，
重点推进以祥云为重点的集中建园，争
取要素保障支持，加大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做大主导产业促进产业集群发
展；以创优提质促项目建设，遴选重大
产业项目和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入库，整
合工作专班，加快项目进度；以创优提
质促产业培育，进一步做精做强绿色
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优势产业，围
绕链主企业，强化协同合作，延伸产业
链条，做大产业规模；以创优提质促企
业培育，聚焦优势产业，以各类开发区
为载体，坚持内培外引，梯次培育和支
持一批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工业
企业进入省级“百强”企业、达到“百
亿”规模，全力凸显工业经济“压舱
石”和“主引擎”的作用，持续为大理
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
湃动能。

工业“新三样”加速起势

□ 记者 杨钰洁

大理古生村的田地，远远看去从苍
山脚下一直延伸到洱海之畔，连片的稻
田里不时有白鹭掠过，村民们抢抓节
令、栽插水稻，几个月后，丰收的喜悦就
会绽放在每一位农人脸上。

洱海流域是理想的高原水稻种植
区，水稻种植条件优越、历史悠久，如何
高效转化农业既有优势，做到“人有我
优”，是大理作为生态之城、农业大州一
直探索的方向。“放眼望去这 12亩稻田
都是我的‘论文’。”中国农业大学植物
保护学院硕士研究生高瑞轩明年将从
古生村的稻田里“毕业”，过去两年里，
她驻扎洱海湖畔以《有机水稻关键种植
技术研究》为课题，与科研专家一起为
大理绿色农业、生态种植“量身定制”方
案。像高瑞轩这样的年轻人，洱海流域

科技小院里还有许多。
洱海流域科技小院集群位于大理

古生村，第一家科技小院于2022年2月
正式揭牌。如今，洱海流域的科技小院
从 1 家发展到 15 家，在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团队统筹
下，全国 30 多家单位、300 多名科研人
员在大理开展了“洱海科技大会战”，聚
焦面源污染解析与防控、高值作物系统
构建与优化、高肥力土壤与有机肥利
用、绿色功能投入品创制与应用等关键
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创建了污染防控、
绿色种植和农民增收一体化的“大理模
式”，让洱海流域农业产业从传统单一
追求产值和经济效益为主，逐步转向协
同洱海生态环境保护、农业高质高效和
农民共同富裕的新路子。

去年 5 月，张福锁院士及相关专家
团队，在大理市、洱源县采用水稻绿色

智能肥和绿色有机化新技术、新模式，
开展 2 万亩绿色生态种植水稻模式试
验，共有 6780 户农户和 11 家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参与。同年12月，省内外专家
对试验种植项目进行验收，专家组一致
认为项目试验区平均单产比非试验区增
加10.0%以上，核心试验区总氮、总磷和
COD减排成效显著，该模式实现了高产
稳产、节肥节水、减排增效，对指导洱海流
域水稻绿色生态种植具有重要价值。

今年，在进一步扩大推广绿色生态
水稻种植规模的基础上，大理白族自治
州还将积极探索绿色生态种植蔬菜模
式，设立蔬菜种植试验区，开展莴笋、贡
菜、辣椒等特色蔬菜的绿色生态种植试
验，打造蔬菜绿色高质转型示范区，力
争减排污染负荷 30%以上，促进蔬菜绿
色种植与洱海保护治理协调统一，加快
推动洱海流域农业生产规模化、组织

化、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进程。
“好山水育好产品，好产品卖好价

钱”不仅是大理农人的期盼，更是大理
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答题。在做好“接二
连三”文章方面，大理州积极在产业链
的前端研发和后端营销上下功夫，带动
中间端深加工，持续做好农业主体的重
点培育和精准招引，加快农工贸一体
化、产加销“一条龙”，推动大理乳业、核
桃、樱桃番茄、蓝莓、贡菜、海菜等产业
高质量发展，打造了一批地理标识度高
的“苍洱名品”，大幅提升了大理高原特
色农产品的市场价值。

近年来，中老中越铁路生鲜冷链
“大理号”国际专列逐步实现常态化运
行，为更多大理“土特产”走向海外提供
了机遇。大理州在宾川县建成了省内首
个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弥渡县、剑川县、祥云县建成省级出口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为大理优质
农产品贴上了国际“通行证”，截至目前，
约有 14柜来自大理的水果、牛奶、蔬菜
通过“大理号”专列“驶入”国际市场。

生态农业实力出圈

□ 记者 杨钰洁 通讯员 赵化清

天边泛起鱼肚白，远山处透出一缕
微红，太阳的霞光渐渐洒向湖面，瞬时金
黄一片，海风吹拂、海鸟翩跹，洱海边挤满
了早起“追太阳”的人们……奔赴一场与
日出的约会，成为大理“顶级浪漫”的代名
词，“住进风景里”成为新的消费热潮。

今年“五一”假期，大理白族自治州
共接待游客371.56万人次，旅游总花费
43.2亿元。早在假期之前，大理民宿就
迎来预订高峰，预订量居全省首位。随
着大理旅游的不断升温，海景民宿、精
品度假民宿、网红打卡民宿、高端野奢
民宿、“婚礼目的地”民宿等应时而生，
全州民宿数量接近全国总量的 5%，居
全国前列。经初步统计，全州现有酒店
与民宿 8952 家、房间 11.85 万间、床位

18.21万张、从业人员近17万人。
大理民宿业态的快速繁荣，旅游经

济向度假经济转变的强势劲头，改写着
洱海两岸发展不均衡的历史。洱海东岸
的文笔村依山而建，“靠山吃不了山”是其
过去的真实写照。而如今，村内7家旅拍
机构、30家餐饮商家、43家高品质民宿酒
店有序经营，2023年全村旅游接待人数
超8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21年
的5万元跃升至2023年的70万元。

缦山一色海景度假酒店于 2019 年
在文笔村正式营业，酒店内可直观苍洱
日落，还打造设计了山水泳池、山水秋
千、三生石等场景，自开业就备受游客
青睐，2023 年入住率保持在 80%左右，
年营收额达400多万元。“正是大理这么
多年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和持续保
护，对文旅资源的深度挖掘和精心打

造，才让大理的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吸引
着各地游客，未来我们将结合大理‘婚
礼目的地’的市场需求，更新业态、做强
产品，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与体验。”缦
山一色酒店负责人顾云江说。

打造让更多人心驰神往的度假地，
文笔村还在不断做出新尝试。2024年，
镇村企三方共同成立平台公司，对文笔
村旅游资源进行投资开发和综合利用，
在婚庆旅拍、康养旅居、研学非遗、民俗
体验、庭院文化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
提质升级。文笔村的“出圈”，不仅是大
理文旅产业互促融合、迭代升级的具体
表现，更是大理推动优质资源转化为优
势产业的缩影。大理“民宿+婚庆”“民
宿+研学”“民宿+美食”等产业的加快
融合，衍生了民宿设计、建设、融资、运
营、餐饮等诸多新兴服务业态。目前，

全州已逐渐形成以大理市苍洱地区为
核心，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剑川县、洱
源县、宾川县、鹤庆县、云龙县等相对集
中的旅游民宿群，力求民宿业态增量与
提质同步发展。

不做“网红”做“长红”是大理的发
展信心，更是发展决心。今年，大理州
把文旅产业创优提质作为重点工作，在
导入流量、提升质量、促进增量方面共
同发力，围绕深度诠释“有一种叫云南
的生活”，坚持以“大理美好生活季”为
牵引，深耕优势资源禀赋，持续做好客
源文章。同时，聚力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和配套服务，扎实做好民宿客栈规范管
理和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推动旅游服务
标准化体系建设。在做优 IP 方面，以

“在大理爱上生活”“中国最佳爱情表白
地”等新 IP创造新场景、引领新消费，打
造博物馆之城、咖啡之城、四季户外运
动之城、旅拍胜地、婚庆福地、文化市
集、创意工坊等，把大理建设成为真正
的诗意栖居之地。

文旅再掀消费热潮

近年来，大理深耕文旅资源、做强业态产业，旅游民宿行业呈现“百花齐放”态势。 （本版图片均为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资料图）

洱海西岸生态稻田喜迎丰收。

大理推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工业“新三样”聚链发力，产业布局日渐清
晰完善，产业建链延链成势见效，园区聚集效应加快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