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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一朵花的城市
本刊记者｜李颖 刘慧娴 特约通讯员｜李正洪 任代莉

在我国的西南腹地，有一座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

市——攀枝花市。提起攀枝花，闪现在脑海的是滚烫的铁

水、火星四溅的钢花、灰蒙蒙的天空；而走进攀枝花，记

者看到的是蓝蓝的天空、郁郁葱葱的山峰，奔腾的金沙

江，遍地的鲜花，生活的安逸，一座名副其实的花的城市。

“绿色”已经成为这座因钢铁而生的城市最亮丽的底色，

她以加快建设攀西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全国

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为契机，发挥比较优势，做好“钒钛、

阳光”两篇文章，守住“发展、绿色”两条底线，既要金山

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在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发展的道路

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从因钢而兴到非转不可

当地人说，1964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七户人

家一棵树”，每到春天树上开着火红的花，当地人叫攀枝

花，也就是木棉花。据说，攀

枝花市也由此得名。20世纪40

年代，这里发现了大铁矿，使

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得到了国家

的重视。当时，新中国成立之

初，我国工业发展很不平衡，

加之周边局势紧张带来的战备

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作出了在西南、中南、西北纵

深腹地建立战略大后方的“三

线建设”重大决策。攀枝花钢

铁基地建设在这一背景下被纳

入国家战略。1964年，一句“好

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来自

全国各地的十多万英雄儿女，

跋山涉水，来到地无一里平的

金沙江畔，开始了声势浩大的

大会战，建设大型钢铁基地。这些说着各地方言的年轻人

为了一个目标，他们住席棚子，喝泥巴水，条件十分艰苦。

他们将山坡炸开，硬是在2.5平方公里的狭窄空间“放下”

了原需9平方公里的攀钢。那块坡地被叫做“弄弄坪”，也

就是“弄弄就平了”的意思。1970年出铁，1971年出钢，

1974年出钢材，攀钢创造了奇迹。因一座钢厂的兴起，攀

枝花这座崭新的移民城市在金沙江峡谷中逐渐崛起。

长期以来，攀枝花市一直一钢独大，2007—2011年

第二产业税收贡献年均占比接近70%，其中，黑色金属

采矿业（主要是铁矿石）和黑色金属加工制造业（主要是

钢铁业）始终是位列一、二税收支柱产业。钢铁业的发展

在带来可观税收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2004年攀枝

花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低至16%，被列为全国十大空气污

染城市。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压缩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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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断加大，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长江经济带要“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后， 攀枝花市的传统发展

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面对转型压力，攀枝花市立足自身优势，坚持绿色

创新发展理念，确立了“一二三五”工作思路：即“一个

目标”——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繁荣和谐攀枝

花；“两篇文章”——做好“钒钛、阳光”两篇文章；“三

区联动”——推动攀西经济区、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

验区、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融合、政策互

惠、联动发展；“五个加快建设”——加快建设钒钛之都、

康养胜地、农业示范区、区域中心城市和南向开放门户。

转型发展给攀枝花的财政造成了不小的压力，2015

年，攀枝花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5.2%。财政局

局长刘元海说：“这是改革的阵痛，是必然的过程。即便

收入下降，财政也必须在支持转型发展上发挥应有作用，

这是财政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为此，一方面坚

决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2019年上半年，全市减免各项

税收16.5亿元，让3.5万户（次）企业、24.7万人（次）实

实在在地享受到政策红利。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撬动作用。整合零星、分散的专项资金，让五指并拢形成

合力，集中用于支持关键产业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公开

透明的支持政策。同时，放大支持产业发展资金效能，推

动财政、金融互动，撬动金融资本；设立产业发展基金，

撬动社会资本，千方百计支持转型发展，为建设美丽繁荣

和谐攀枝花提供坚强的财力保障。

支持工业更强 打造钒钛之都

攀枝花是一座因国家三线建设而兴的新兴工业城市，

工业一直以来都是攀枝花的核心支柱产业，攀枝花要实

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和支撑。

所以，攀枝花提出“工业不强不叫攀枝花”。

工业如何更强？攀枝花正在从以钢铁为主逐步转向

综合发展，着力打造钒钛之都。钒被称为“现代工业味

精”，在1吨钢中加入400克的钒，就能使钢的弹性、强度

大增，抗磨损和抗爆裂性极好，既耐高温又抗奇寒，因此

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铁路、电子技术、国防工业等领

域。钛有“海洋金属”“空间金属”“生物金属”之称，在航

空、航天、医疗、造船、化学、机械制造等方面起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钛的氧化物二氧化钛是最好的白色颜料，

主要用于造纸、印刷、涂料、化妆品等行业。攀枝花钛、

钒储量分别居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三位，具有发展钒钛产

业得天独厚的优势。

刘元海介绍，为推动

钒钛产业快速发展，2017

年底，攀枝花市设立了规

模100亿元的钒钛资源开

发投资基金，目前，已投

资钒钛项目3个，共完成

投资3.6亿元；用好省市

两个平台上的产业发展

基金，培育壮大钒钛新材

料、新能源、新技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提升钒钛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整合

用好产业发展资金，兑现

企业激励奖补政策，推进

“三供一业”改革、科技攻

关和成果转化，支持攀钢

集团有限公司加快发展，

做大做强“工业航母”，并

以此为纽带，发展承接产芒果基地里忙碌的村民  刘慧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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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延伸的民营企业，培育壮大企业集群；落实对钒钛高

新区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优化财政管理方式，支持“二

次开发创业”和“新九通一平”，强力带动全市千亿产值园

区建设。

攀枝花通过建立1个钒钛标准制定“国家队”、4个国

家级科技平台（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

钒钛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级攀枝花钒钛科技孵

化器、国家级钒钛检验检测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高

新技术开发区、1个钒钛制品综合交易市场、1批从事钒

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开发科研机构和研究人才队伍，

攻克了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雾化提钒和尾矿选钛

等重大关键技术，实现铁、钒、钛的综合利用，以占全国

1.1%的钢铁产量，提供了国内60%的钒原料和70%的钛

原料。2018年，攀枝花钒钛产业产值达到375亿元，增长

76%，是世界最大的钒制品生产基地，钒产品产量世界第

一；形成了年产能超过60万吨钛白粉、2.75万吨海绵钛、

4000吨钛材的钛产业，是国内最大的钛白粉生产基地、重

要的钛金属生产基地和唯一的全流程钛产业基地。

攀钢是攀枝花的“工业航母”，目前，已成为全球第

一的产钒企业和我国最大的钛原料和产业链最为完整的

钛加工企业。在攀枝花有一句话人人耳熟能详，“七户人

家一棵树，百米钢轨助高速”，说的就是攀钢生产的含钒

百米钢轨。在我国已投运的高速铁路中，有70%的高铁

钢轨来自攀钢。作为国内唯一获得“国家出口免检”证书

的顶级钢轨，攀钢百米钢轨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正助力中国高铁跑出世界速度。

目前，攀枝花已经形成了以攀钢集团为龙头，钢城集

团、安宁铁钛等骨干企业为代表的70余家规模以上钒钛

企业集群。未来10年，总产值将达到2500亿元以上，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支持农业做精 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区

在盐边县金河（纳尔河）5万亩优质芒果产业基地，

漫山遍野的芒果树令记者震撼，挂满枝头的芒果预示着

丰收的喜悦。这里是目前四川省集中连片规模最大、产业

化程度最高、农民增收效果最明显的芒果基地，种植凯特

芒果等优质晚熟品种，已形成品牌效益，产量突破2万吨，

实现产值1.5亿元。基地采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芒果种植户950户、3260

人，果农人均收入3万元以上。记者看到不少村民正在忙

着将成熟的芒果装箱，来自金河村的张文萍说：“我们家

和基地合作，种了十几亩芒果树，每年能收入十几万元。

在基地装箱，每天还能挣200多元，靠着芒果产业我们的

日子越过越好。”

盐边县财政局局长彭道华介绍，2000年以来，各级财

政已投入资金近亿元支持金河芒果基地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芒果产业已成为盐边县特色农业的主导产业之一。目

前，全县芒果种植面积23.8万亩，投产面积8.5万亩，芒

果产业覆盖11个乡（镇）、87个村（社区），涉及农业人口

10.7万人。

盐边芒果只是攀枝花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缩

影。攀枝花属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年日照2700小时

左右，无霜期300天以上，一年四季阳光明媚，非常适合

种植亚热带水果、早春蔬菜等。近年来，攀枝花市依托独

特的资源优势，按照“以体系为支撑，向特色要效益”的

思路，统筹谋划，协力配合，加大投入，不断推动现代特

色农业发展。

刘元海介绍，近五年来，全市累计投入财政农业资金

74.5亿元，同时，通过“财政金融保险担保”四方联动撬

动金融资本，“基金整合民办PPP”四措并举引导社会资

本，发展以水果、蔬菜、花卉为主导的现代特色农业，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服务体系，

打通农业生产要素流通渠道，提高农业质效。例如，由市

县共同出资，组建了资本金达1.07亿元的攀枝花金惠农

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市财政局牵头建立

了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制度，截至今

年7月底，全市风险补偿金规模达7250万元，共发放贷款

2249笔，贷款金额27373万元，财政资金撬动效应达3.78

倍；针对芒果、枇杷、设施大棚及蔬菜、露地蔬菜、肉羊

等攀枝花特色农产品开展地方性保险；在全国率先开展

了芒果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建立保费分摊机制和大灾风

险分摊机制；建立了农村金融定向费用补贴和精准扶贫

贷款奖补；建立应急转贷资金，帮助28户农业企业解决

了资金周转难题，转贷资金规模达到2.38亿元等。“总体

来看，全市农业农村投入可谓是‘四分天下’，一分是财

政投入的引导，两分是金融和社会资本的主体撬动，而农

民群众的筹资筹劳是有力的补充，三者互融互补，最大程

度地缓解了农业农村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支持了农业

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夯实了攀枝花特色优势

农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52

目前，攀枝花已经形成了以早春蔬菜、特色水果、畜

牧水产、林业生物和优质烤烟为主体的现代农业“五大特

色”产业体系，建成全国立体农业示范点、全国重要的“南

菜北调”基地、台湾农民创业园、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中国特色农产品（芒果）优势区。2018年，攀枝花市实现

第一产业增加值39.7亿元，增速4%，居全省前列。

支持三产布局 打造阳光康养地

走在攀枝花的大街小巷，带有“阳光康养”字眼的广

告牌、宣传标语随处可见。一个传统工业城市与康养胜地

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攀枝花却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攀枝花拥有特别适宜人类休养生息的海拔高度、温

度和湿度，是避寒、避暑的理想胜地。近年来，攀枝花着

力做大做强“阳光”文章，围绕“建成全国阳光康养旅游

目的地”这一定位，抓好以“一个总体规划、一个标准、一

个基金、一批项目、一套机制”为抓手的“五个一”，做实

“康养+”产业，在努力建成中国康养胜地、成功创建中国

阳光康养产业发展示范区的过程中，为攀枝花转型发展

增添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刘元海介绍，攀枝花市组建了总规模50亿元的康

养产业投资基金，2019年新增3个项目入库，累计已有

45个项目入库。积极支持推进“康养+农业”“康养+工

业”“康养+医疗”“康养+旅游”“康养+运动” 5个“康养+”

产业方案，推动康养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在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攀枝花的康养产业发展如火

如荼。在米易县合美家·正广兴家庭医生中心海棠蓝湾

门诊部，每年冬天都会住满从成都、重庆、西安、辽宁等

全国各地过来康养度假的老人。门诊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冬到明春的房间也已经预订满了。

米易县财政局局长张洪瑚介绍，2013年米易县在全省

率先提出“阳光康养度假”理念，大力发展“康养旅游+”

产业，积极培育抗衰老、治未病、自驾游和运动健身、森

林康养、温泉养生度假等新业态，推动康养旅游与城市建

设、文化产业、医疗保健、体育运动等深度融合和联动发

展，辐射和带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三次产业比

重从2013年的9.8：67.4：22.8优化调整为2018年的8.8：

57.7：33.5。

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新山村原本是隐藏在龙肘山中

的一处“秘境”，2016年12月，四川省第七届乡村文化旅

游节（冬季）在米易县举办，结合阳光康养，米易县提出

了新山旅游新村规划，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紧锣密鼓地

开展，山门、芦笙客栈、梯田栈道、阿考广场、傈僳族民

俗文化展览馆……前后不到2个月时间，新山村就变了模

样。在这里人们可以观万亩杜鹃、千亩梯田、百丈幽谷、

十里画廊，听千顷松涛，赏龙肘日出，还可以体验丰富多

彩的傈僳族民俗文化，吃美味的铜火锅。仅2017年春节

期假期，新山村就接待了2万多名游客。“康养+旅游”帮

助这个小山村在2017年顺利实现了脱贫摘帽。

张洪瑚介绍，米易县把康养旅游与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相结合，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旅游，已建成特色旅游新村

6个、高品质乡村酒店108家，接待床位近2万张。2018年

冬季到米易康养旅游的游客人数超过200万人次，呈现出

“村村爆满、一床难求”的景象，特色乡村旅游已经成为

农村群众新的增收致富渠道。

康养产业的带动效应明显。2013—2018年，攀枝花

市接待游客总量从1039.58万人次增加至2566.36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从102.18亿元增加至337.5亿元，旅游经济总

量排名从全省第三梯队跨入第二梯队。2018年，第三产业

增加值402.66亿元，增长8.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4.4%，拉动经济增长2.58个百分点。攀枝花还成功进入

全国呼吸环境十佳城市、中国康养城市排行榜50强，成

为首批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城市、国家智慧健康养老示范

基地、中国阳光康养示范城市。

支持生态保护 打造绿色屏障

攀枝花境内有金沙江、雅砻江两大河流，是长江重要

的水源涵养区和全国重要的土壤保持区，肩负着为长江

中下游提供生态屏障的守土之责。在转型发展中， 攀枝花

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保护好绿水青山、蓝天白云。

刘元海介绍，为保护好生态环境，过去5年，全市财

政节能环保支出年均增长13.2%，比同期财政一般预算支

出增幅高2.8个百分点，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稳步

提升，重点用于支持打好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和生态环

境修复。

西区曾是攀枝花市空气污染的重灾区，当地人说只要

看到天由蓝变灰，闻到空气里一股粉尘味，就知道到西区

了。为改善空气质量，攀枝花市财政部门配合环保部门争

取专项资金6000万元，支持西区环保三年攻坚和攀钢弄

弄坪片区大气污染治理，如今的西区又重现蓝天白云。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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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花市还投入1.42亿元更换

新能源公交车、报废老旧汽

车，减少城区机动车尾气污

染；安排资金1.37亿元支

持企业清洁生产，开展除尘

脱硫脱硝改造，鼓励淘汰燃

煤小锅炉和一段式煤气发生

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兑

现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奖补

政策2.68亿元，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通过一系列组

合拳，攀枝花市空气质量水

平在全省名列前茅，连续三

年获得省财政的空气质量激

励奖励。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支

持完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布局，计划投入12.97亿元开展乌东德电站库区水环境治

理；累计安排财政资金11.52亿元，建设观音岩饮水工程、

马鞍山、梅子箐水库等重点水源地保护项目；争取专项资

金4500万元，支持东区开展水污染综合防治。二滩库区

网箱拆除是攀枝花水污染防治中的重要一战。网箱养鱼

一度是二滩库区最兴旺的产业之一，2012年网箱面积达

到近40万平方米，水面上密密麻麻全是网箱。为保护一

湾清水，攀枝花财政投入2.44亿元于2016年底全面完成

二滩库区网箱拆除工作，使二滩库区恢复了清澈和静谧。

近几年，攀枝花全市水环境质量也持续优于上级下达的

考核任务，同样连续三年获得省财政的水环境激励奖励。

在生态修复和环境整治方面，2018年，争取到山水林

田湖生态保护修复省级试点项目补助资金1.57亿元；过

去5年，共安排财政资金5.17亿元，用于巩固退耕还林和

天然林保护成果，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落实生态

功能区建设转移支付补助资金3.35亿元开展干热河谷生

态治理和修复，支持苏铁保护区、二滩森林公园等自然保

护区建设。位于川滇干热河谷土壤保持重要地域核心区的

攀枝花市宝鼎——河门口（清香坪）片区山水林田湖生态

保护修复示范工程，对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和国家生态安全

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项目总投资6.41

亿元，自2012年启动建设，先后实施了宝鼎矿区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节水型社会建设、尖山恢复造林、西佛山

矿山迹地及石漠化整治等一批项目。在西佛山矿山迹地及

石漠化整治项目现场，记者看到采矿迹地正在进行植被恢

复治理，挡土墙、防火隔离带、灌溉、排洪设施正在建设

中，这里将要建成热带亚热带特色观光果园、花城特色观

花观叶景观林，为市民打造又一休闲好去处。

转型发展为攀枝花插上了再度腾飞的翅膀。攀枝花

市GDP由2012年的740.03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173.52

亿元，年均增长9.8%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57.2亿

元增加到61.5亿元，年均增长1.3%。发展成果与民共享，

刘元海介绍说，攀枝花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民生支

出占比常年保持在65%以上，在全省处于较高水平。公

办和普惠性幼儿园学位比例达到84%，义务教育“全面改

薄”项目加快推进；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2万人；城镇失

业保险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稳步增长，社会救助、优

抚安置等工作进一步加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年的2.28万元增长到2018年的3.85万元，年均增长

11.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0.87万元增长到1.67

万元，年均增长15.2%。市民的幸福感进一步增强，城市

的发展更有温度。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攀枝花在“艰苦创业、无

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鼓舞下，将美

丽繁荣和谐攀枝花建设不断推向深入，以优异成绩向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二滩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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