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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跨越话遵义
本刊记者　周多多　特约通讯员　马　慧

遵
义，这颗黔北明珠，因伟大

的“遵义会议”彪炳史册。

解放前的无名小镇，现如

今已成为贵州省重要的经济、文化名

城。近年来，在“遵义精神”的指引下，

红色之都克服了各种发展困难，依托

地处成渝经济区产业扩散转移主阵地

及“长江中上游综合开发和黔中产业

带建设”主要区域的优势，抢抓西部

大开发机遇，大力实施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创新

型城市、打造文化旅游强市的“三新

一强”发展战略，强力推进民生建设，

为实现遵义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奠定

了坚实基础。

“黑白经济”助推工业腾飞

“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

三分银。”曾是多少年来人们对黔北

的评价。1949 年，遵义地区生产总值

仅为 1.42 亿元，人均才 40 元。但到了

2010 年，生产总值已达 908.76 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279 元，

财政总收入 141.30 亿元。遵义经济发

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工业正

是打响这场经济发展大战的主阵地。

“遵义的新型工业化步伐加快，

一大批重大工业项目建成投产，特色

优势产业体系正进一步形成。”遵义

市市长王晓光在总结“十一五”时期

全市工业发展成就时指出。为实施工

业强市战略，把遵义建成贵州工业发

展的一翼，遵义市财政部门明确主

体意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解决

“慢”这个主要矛盾中不断缩小“好”

的差距，在加速发展中加快转型，在

加快转型中推动跨越。积极推进“十

大资源开发项目”和“十大技改项目”，

累计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2000 亿

元，年均增长 40%，推动了全市经济

发展总量效益同步提升。中部崛起、

西部突破、东部开发、北部攻坚的区

域工业发展战略深入人心，比学赶超

态势形成。围绕建设美酒聚集区、煤

电化循环经济区、石化产业成长区，

逐步提升着“黑、白”等“多色经济”

的竞争力。

——加快振兴“黑色经济”，强

化工业发展支撑。遵义的矿产资源丰

富，煤、铝土矿、钛、锰等地位突出，

已成为黔北重要的钛、锰、烧碱、高

性能钢丝绳等原材料生产基地。其

中，煤炭资源总储存量在 260 亿吨以

上，已探明储量 50.4 亿吨，在全省仅

次于六盘水市和毕节地区。依托丰富

的矿产资源，全市建成了鸭溪、遵义、

习水三大火力发电厂，装机 139 万千

瓦，加上在建的桐梓电厂等，与水电

建设并进，遵义作为“西电东送”的

能源建设基地，已构成“水火电并举”

的 电 力 格 局。目 前，全 市 煤 炭 产 能

达到 3000 万吨，电力装机达到 1000

万千瓦以上，构皮滩电站等项目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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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桐梓煤化工、遵宝钛业等项目

投入试运行，桐梓火电厂及一批大中

型煤矿等项目开工建设，习赤片区油

气开发步伐加快，电网结构进一步完

善，这些都为打造贵州工业发展一极

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提速“白色经济”发展，打

造“国”字品牌。谈到遵义，不能不提

到蛮声海内外的国酒品牌——茅台。

茅台河谷是赤水河流淌过程中最丰腴

的地段。在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

地方，白酒产业依托独特的传统和地

理优势，正逐步成长为支柱产业，在

推进当地经济发展乃至周边经济发展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仁怀拥有黔

酒半壁以上江山，肩负振兴黔酒的重

任。为此，财政更是要加大对以国酒

茅台为龙头的‘一大十星’优势企业、

规模企业的扶持力度。”仁怀市财政

局局长赵国洪在谈到白酒产业的发展

时，信心满满。为打好“酒产业牌”，

支持“白色”经济发展，遵义市市财

政以资金扶持为引导，每年投入白

酒产业发展资金 400 万元，推广酒博

会、支持茅台酒厂新增万吨技改等技

术研究开发 ；安排资金逾百万元，推

进仁怀市名酒园区项目发展……带动

白酒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制定奖

励措施，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经济效益。“仁怀市地方财政收

入的 60％直接来自茅台，间接贡献

达 80％以上。”仁怀市财政局副局长

甘霖介绍道。目前，仁怀市拥有酒类

企业 400 余家，登记备案的白酒品牌

2000 多个，已拥有 37 件酒类“贵州省

著名商标”，发展形成茅台、习酒等一

批国内外知名的白酒品牌。茅台河谷

白色经济的发展已走出一条科技含量

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

污染小的新路。2010 年，仁怀市白酒

年产量达 13 万吨，占全省白酒产量的

80％，规模以上酿酒企业利税约占全

省酒利税的 90％。其中，仅茅台一个

品牌的产量就达到 2.6 万吨，产值 140

多亿元，实现利税上百亿元。

——夯实园区发展平台，助推

高新技术产业群建设。走进湘江工业

园，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大工地，一幅

热火朝天的场景。近年来，全市把加

快新型工业化作为实现提速赶超、转

型跨越的主攻方向，积极培育发展生

物工程、节能环保、高端制造、信息

等新兴产业，逐步形成一批发展潜力

大、带动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力

图把遵义建成西部乃至全国具有知

名度和影响力的资源深加工基地、新

型材料产业基地、先进装备制造业基

地、化工基地。在建设中，遵义市更

加注重增强园区承载能力、提升工业

发展的水平及构建现代工业体系，按

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

的要求，加快“10+7”工业园区建设

步伐，尽快形成新的生产力，打造一

批百亿级工业园区。财政、国土等部

门在优化配置土地、资金等要素资源

上给予了最大的支持，鼓励各地因地

制宜规划建设各类工业园区，创新模

式合作共建园区，各县（区、市）建

成一个以上 10 平方公里左右的园区，

争取新建 5 个以上省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在财税支持上，园区建设合理

设置准入条件，实施具有针对性、灵

活的政策措施，吸引、引导企业入园

发展。工业园建设中，坚持“走出去、

引进来”战略，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

作用，招商引资资金达 766.09 亿元，

年均增长 25.8%。截至目前，全市共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23 亿元 ；完

成进出口总额 8.24 亿美元，年均增长

29.7% ；“六大基地”、“六大标志工

程”建设和“六大百亿行业（企业）”

培育取得成效，实现综合收入 2000

亿元以上。

“红色旅游”提升发展内涵

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将遵义

列入了国家培育的 12 个“重点红色旅

游区”之一。“娄山关前庭战急，遵义

城头赤帜竖。”描绘的是遵义会议时

期的长征情景，红军在这里留下了深

深的足迹 ：遵义会议、娄山关战役、

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全国 100 个

红色旅游精品景点中遵义市占到了 7

个。这些丰富的历史故事和遵义独特

遵义会议会址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6 中国财政 CHINA STATE FINANCE

的自然地理风光一道，为遵义发展旅

游观光等第三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坚持红色线路，打造产业特

色。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上的一栋两

层红楼，巍然伫立在老城之中，注视

着他脚下一批又一批的远方来客，见

证着身边旅游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成

就。近年来，遵义市围绕长征文化为

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加大财政投入

力度，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旅游业有序

开发，加快了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步

伐。市级财政投入逐年加大，从 2009

年的 2703 万元提升至 2011 年的 3494

万元。另外，从 2010 年起，市财政每

年安排 1000 万元文化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用于旅游宣传、考核奖励、人

才培训和引进以及申遗工作。2005 年

以来，遵义市列入全省红色旅游项目

大盘投资规模逾 1.7 亿元，多个项目

进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全市已经实

施的遵义会议纪念馆景区、红军烈士

陵园景区、娄山关景区、四渡赤水景

区等红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

投资逾 6000 万元。“十一五”期间，全

市还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基础上，加快

川黔渝旅游“金三角”、黔北渝南和武

陵山区等旅游景区开发，突出提升遵

义会议、四渡赤水、国酒茅台、丹霞

遗产、中国茶海“五大品牌”，加快发

展民族文化旅游，打造“一区一圈两

线”(“遵义会议”红色经典旅游区、中

心城区精品旅游圈、“遵义—仁怀—

习水—赤水”和“遵义—湄潭—凤冈—

余庆”两条精品旅游线 ) 四大精品。渐

入佳境的红色旅游已成为遵义的一项

支柱产业，星级饭店、旅行社、旅游从

业人员等发展迅速。游客人数、旅游

综合收入分别突破 5000 万人次和 500

亿元，年均分别增长 25%、30% 以上。

——带动“三产”发展，振兴“生

态旅游”。“把红色旅游与秀丽的自然

风光和独具个性特点的民族文化资源

结合起来，使‘红色旅游’与‘生态旅

游’交相辉映。”这是遵义人在发展旅

游业中的口号。事实上，旅游业的发

展正改变着老区人民的生活，使遵义

人不断感受着城市环境的变化。“城

在绿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的景

致让遵义的生态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并带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在著名的

娄山关战役所在地桐梓，红色旅游改

变了当地的面貌。依托红色旅游，发

展乡村生态旅游，延长了“红色旅游”

产业链，丰富了“红色旅游”内涵，使

来自各地的人们在历史遗迹中感悟

长征文化、在青山绿水中体验红色之

旅，使得长征精神更加发扬光大。配

合旅游业的发展，全市还不断强化资

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安

排资金 200 万元，用于环境保护，创

造性地走出一条低碳、环保、绿色的

新型产业发展之路。2010 年，全市第

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400.70 亿元，年均

增长 15.9%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为 15.4 ：40.5 ：

44.1，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提高 6.3 个百分点。

“四在农家”照亮绿色新村

“到余庆、湄潭当农民去！”遵义

市财政局副局长母卫平介绍说，“这是

时下在遵义老百姓中流行甚广的一句

话，农村发展的喜人成果不言而喻。”

十年前，遵义市在余庆县开展了以“富

在农家增收入、学在农家长智慧、乐

在农家爽精神、美在农家展新貌”为

主要内容的“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并

逐步推向全市，开始了把农民求富、

求学、求乐、求美的愿望变为建设新

农村实践的探索。在财政资金的引导

下，以“四在农家”为载体的新农村建

设极大改善了农村发展面貌，推动了

“三农”稳步发展。2010 年，全市“四

在农家”新增创建点 8225 个，覆盖面

达 70%，成为全国新农村建设品牌。

——“富在农家”助推农户增收。

在创建过程中，遵义市财政始终坚持

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按照“东

茶西竹南药北菜中辣椒”的区域布局，

强力推进“六个一百”工程，即竹、茶、

药、蔬菜（辣椒）各百万亩，建沼气池

百万口、畜牧产值百亿元。通过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建起了西部茶海，赤

水河“三百里竹廊”的生态画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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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杜仲药材基地，打造了黔北辣椒

产业品牌等。乡村旅游异军突起，成

为农村经济新亮点。上百万农民外出

务工拓宽了增收渠道、培养了新型农

民。201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2319

元增加到 4207 元，年均增长 12.7%。

——“学在农家”打造新型农民。

市财政加大投入，坚持广泛开展农村

适用技术培训和农民工劳动技能培

训，让农民掌握 2 至 3 门农业适用技

术和 1 种以上非农技能。为加快农村

文化建设，市财政按照“建得起、管

得好、愿意学、用得上”的原则，整合

资金，推进“农民文化家园”、“农家

书屋”等项目建设，在每个村建设便

民图书室，组织开展“读书用书科技

示范户评选”等活动，调动广大农民

参与读书用书的积极性。同时，安排

资金积极开展农村远程教育和“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试点，实施“电视

进万家”、广播电视村村通、电讯进村

进户等惠民工程，搭建起便捷的学习

平台，农民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乐在农家”提升幸福指数。

在财政的支持下，全市长期坚持开展

送“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

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并积

极组建农民文化宣传队伍，深入挖掘

农村花灯、傩戏等民间艺术。全市常

年活跃在农村的各种文艺宣传队伍近

千支，每年为群众演出上万场次。农

民群众结合时下热点，自编自演、自

弹自唱，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又

开展了惠农财税政策等宣传教育。许

多创建点还修建了运动场地，群众性

体育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同时，农村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基本实现了“小

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重病不出县”。

——“美在农家”建设诗画家园。

“‘四在农家’建黔北，十年农村焕新

颜。”走进现在的余庆、湄潭，青山绿

水之间点缀着一栋栋白墙金瓦的黔

北民居，乡村美景似一幅幅美丽的图

画。为推进“美在农家”建设，全市以

“四有五通三改三建”为突破口，不断

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推进乡乡通

油路、行政村通公路建设 ；加强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人畜安全饮水工

程建设 ；完成农村电网改造，实现城

乡同网同价 ；支持新建沼气池，加大

农村生态保护和建设……农村山乡面

貌得到了极大改善。而这其中的每一

条都离不开财政支持。“就拿现在余

庆、湄潭风格统一的名居来说，市财

政对按照政府统一提供图纸兴建房屋

的农户，每户给予 5000 至 8000 元的

建房补贴，”遵义财政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 ：“对村里贷款建文化中心的

则给予 2 万元的财政贴息。”十年来，

按照不挖山、不砍树、不填塘和依山

顺势、聚散相宜的原则，至今已经新

建和改造了逾 4 万栋“黔北民居”式

住房，加强了路、水、电等基础设施

建设，广大农民群众有了安居乐业的

生活基础。

“黔北粮仓”带动农业产业化

遵义素有“黔北粮仓”之称，粮

食产量占到全省总量的四分之一。近

年来，全市把加快农业产业化作为实

现提速赶超、转型跨越的重中之重，

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推动支柱农

业产业发展，更加注重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实现农业经济稳步发展。

——夯实粮食基础，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实现农村人口人均有效灌

溉面积 0.9 亩。市财政安排专项财政

资金，在 9 个县实施粮食生产能力建

设项目，使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320 万

吨左右。通过发放财政补贴，加大先

进农机具推广力度，实现农机总动力

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总体提升。同时，

建设起农业预测预警预报体系、应急

防治体系、群策群防体系和自然灾害

救助体系，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

保证粮食产量。

——强化支农资金整合，发展

“八大农业产业”。遵义的粮、油、烟、

畜、茶、竹、中药材，均为重要和特色

资源。除粮食生产外，全市茶叶产量

约占全省的 40％，蚕桑和肉类分别占

30％。烟叶、楠竹均属全国主产区之

一，名贵中药材天麻、杜仲等驰名全

国，农产品产量和质量都具有一定优

势，农业开发前景广阔。结合现有农

业发展特色，尤其是烟业和茶业两大

重点产业，全市积极调整农村经济结

构，通过整合支农资金，巩固提升包

括烟、茶在内的中药材、竹业、辣椒、

红粱、商品蔬菜、生态畜牧业等“八

大产业”发展水平。用发展工业的理

念抓农业，用产业化、标准化、科技

化提升传统农业，根据市场需求分类

指导，向高效、特色农业要效益，实

现土地利用效益与经济效益最大化。

通过引导农业标准化建设，确保农产

品质量安全，实现全市农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 6.5%。

——积极扶持发展龙头企业。市

财政积极给予优惠措施，坚持扶持龙

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理念，把招商

引资作为农民增收致富和农村经济

活跃繁荣的突破口，大力支持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目前，全市共培

育市级龙头企业 500 家，培育销售收

入超 10 亿元的龙头企业 5 家、超亿元

的龙头企业 30 家，在农产品精深加

工、品牌创建和附加值提高上实现大

突破。并积极推动了农村土地合理流

转，规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

财政干部带项目、带资金、带技术下

乡支持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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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程”构建和谐老区

“地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388.59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908.76 亿元，财

政 收 入 从 60.11 亿 元 增 加 到 141.30 亿

元。”尽管在经济发展上给出了一份耀

眼的成绩单，但遵义市财政局局长靳

立国还是一再地强调民生在遵义财政

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民生稳，则天下

安。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

终目的，也是遵义财政所一直坚持的理

念！”近年来，市财政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实现提速

赶超、转型跨越的最终目的，更加注重

包容性增长、共享式发展，着力实施教

育、医疗等在内的“十大民生工程”，解

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生活、生

产问题，构建和谐老区。

——夯实教育发展基石。为做好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工作，遵义市财政

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积极筹

措配套资金 40 亿元扩大生均公用经费

标准和受益面。为应对可能的地质灾

害带来的危险，大力实施中小学校舍

安全工程、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等，改善办学条件。进一步扩大职业

教育规模和发展特殊教育、继续教育，

尤其是民族教育。同时，支持发展高

等教育，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健康

发展。近年来，全市累计投入教育发

展经费 159.3 亿元，年均增长 25.2%。

——编织社会保障和就业网。为

将民生落实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处，市财政筹措 10 亿元资金解决集体

企业基本养老保障、城镇基本养老保

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了 2 万套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补助资金逐年增加，2010 年达到 6.45

亿元。逐步健全养老、医疗、失业、生

育、工伤等保险制度，实现城乡社会

救助全覆盖，截至目前，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累计达到 57.5 亿元，年均增

长 86%。积极落实扩大就业和各项财

税扶持政策，扶持“零就业家庭”、困

难群体就业，搞好农民工免费职业技

能培训，逐步提高社会保险补贴、公

益性岗位补贴和就业培训补贴。同时，

结合“黑、白、红、绿”四色经济发展，

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增加就业岗位 ；根据产业园区发展

支持培训工作，落实培训经费，提升

农民工技能，变劳动力优势为人力资

源优势。安排专项资金，加强防灾、救

灾应急能力建设，提高防灾、减灾能

力 ；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

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等公益性事业。

——完善医疗卫生保险救助体

系。遵义市财政重点抓牢医药卫生体

制“五项改革”。截至目前，医疗卫生

累计支出 53.1 亿元，年均增长 51%。

在此基础上，从 2011 年起，将新农合

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提高到 200

元，确保筹措资金配套到位 ；建立国

家基本药物制度，严格实行基层医疗

机构药品“三统一”，推进基本医疗药

物零差价销售，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

准提高到 25 元，保证惠及 687 万常住

人口 ；大力推进基本卫生服务体系和

公立医院改革，进一步健全城乡基层

卫生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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