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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实践跟发展规律已经证明，炎陵只

有继续走绿色发展的路子，才会有更大生机。

2021年，炎陵县召开第十三次党代会，决

定全力以赴打造“三基地”：即文旅康养基地、

特色农业基地、生态工业基地。

蓝图在手，实施路径渐次铺开。

——延伸产业链条。用“聚焦、裂变、创

新、升级、品牌”思路指导工作，通过招商引

资，壮大产业链：黄桃产业，建设加工厂，进行

深加工，生产罐头、果汁、果脯，改变了过去卖

鲜果的现象，也避免了浪费，实现了增收；林

下经济，除打造中草药种植基地外，还建设加

工厂，药材销售从过去的卖药材到如今的中

成药；文旅产业，大力推进“旅游+”，发展运动

康养、生态养生、乡村休闲和文化体验等产

业；工业产业已形成新材料、电子信息“一主

一特”产业链，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达 45亿元。

——优化营商环境。抽调“行家里手”，充

实服务队伍。推行“容缺受理”，政务事务“全

县通办”“一窗受理”“一站到位”，工作提效。

营商环境主观评价指标连续两年排名全省前

列、全市第一，“三送三解三优”经验做法获毛

伟明省长肯定性批示。

——推进新能源建设。积极落实“双碳”

精神，促成炎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落户炎陵，

预计投产后，可年节煤耗 34.84 万吨，年税收

超 1 亿元。废品回收也值得点赞，企业将城乡

废旧物资加工成再生塑料颗粒，供应给下游

的再生资源加工企业，制成工业产品，变废为

宝。在长沙召开的 2021 长江中游城市群双碳

峰会、绿博会上，炎陵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作

为唯一的县级典型案例，和与会者分享了经

验和做法。

此外，炎陵还积极布局碳交易，以期赶上

“双碳”风口。

凡此种种有力调整，都说明炎陵正在着

手解决问题，但一堆沉疴痼疾依旧隐隐作痛。

大项目少、项目策划储备不足、项目前期

工作相对滞后、项目建设推进缓慢，社会投资

活力不强，投资总量小。

思想亟待解放。今年召开的全县干部作

风大会，县主要领导予以猛烈抨击，要求坚决

克服和摒弃“等靠要”“庸懒散”思想。

文旅康养资源利用仍存短板，各景区、景

点分布较散，游客不便，因此在“串珠成链”

上，还需加大投入力度。同时，特色文化的挖

掘利用也不够深入，文化品牌吸引力和影响

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融资瓶颈需破解。在炎陵布点

的国有商业银行较相邻县少。

有关人士认为，应加大与银

行沟通力度，支持建立中

小金融机构和规范的民

间金融组织，开发更

多金融产品，为企业

提 供 更 多 信 贷 支

持。

远 路 飞 鸿 入

云处，凌风麻雀傲

霜 枝 。靠 大 山 谋

“金山”的炎陵，不

仅需要挑战自我

的精神品格，更需

要取舍有度的果敢

决断。

向着远方，定能

靠近远方。

作为“两山”理念的首倡地，习近平总书

记的“两山论”，为安吉指明了发展方向。

安吉县共有 46万人，楠竹面积达 101.1万

亩，我国著名的“竹子之乡”。利用这个优势，

该县做好了产业文章。

将楠竹“吃干榨尽”。该县成立全国首家

竹林股份制合作社，竹林经营规模化，生产经

营标准化。几年内，该县活力竹量近乎翻番。

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对楠竹进行深加工。实

现了从竹根、竹竿、竹叶甚至到竹粉末的全竹

利用。目前，安吉县已形成楠竹产品五大系列

700 多个品种，畅销国内外。以中国 1.8%的竹

产量，创造了 20%的产业产值。

吃“生态饭”，挣“绿色钱”。依托自然山

水、丰富的楠竹，该县大力发展文旅康养产

业。以水、山、乡、竹等旅游资源为背景，以海

为境，建成集度假养生、影视娱乐、竹乡休闲、

山乡人居、文化体验与竹海观光为一体的旅

游度假区。游客们在这里住竹居、购竹品、玩

竹戏、嬉竹海、食竹宴、看竹业、赏竹艺，很是

开心。

从“靠山砍山”到科学利用，安吉人的观

念在转变。沿着这个目标，安吉人坚定生态立

县、坚持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大力

推进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和品牌化建设。

建成了全国首个生态县，在全国率先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成为浙江省唯一的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

安吉选择的道路，不仅是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更是对生态环境的经营，为人地和谐提

供了发展方向。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为经济优

势，安吉的崛起，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搞发展，只有目光长远，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发展之路。

靠大山，如何不止于大山？
——株洲县区发展大型新闻调查之株洲县区发展大型新闻调查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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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很小，炎陵黄桃却很“大”——罗霄山
区小县，所产黄桃深受消费者青睐，并得到央视
力荐，得以通江达海。

这是炎陵的特长：靠着“老天爷赏饭”，坚持
生态立县，用绿水青山做大财富蛋糕。

也是炎陵的尴尬：靠山吃山，山会吃空；好
风不借力，难以入青云。

如何放大资源，放大生态效应，让县域经济
跃上一个新台阶，这是炎陵当今面临的新课题。

炎陵还要更“大”些。

炎陵是“轻盈”的，因为人口基数

少，发力跑的时候“步子快得很”。

翻看当年的统计数据：1998 年，炎

陵县财政收入为 5689万元，但人均财政

收入在株洲各县市区中排名靠前。

人们将功劳归于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尤其是竹木经济繁荣时，炎陵财

税收入大部分来自山林的馈赠。

炎陵是湖南省重点林区县之一，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该县山地面积 25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 83.55%。彼时，炎陵人

“靠山吃山”，上山砍伐竹木，成了当地

人谋生的主要手段。

“当时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

地，人们纷纷选择下海经商或外出务

工，但少有炎陵人选择背井离乡。”炎陵

一官员说。

山林涵养水源，有水的地方就有更

生动的故事。炎陵境内有主要河流 15

条，总长度 876.53 公里，年平均径流深

1049.2毫米，再加上山高林密落差大，一

时间到炎陵跑马圈地办小水电的人趋

之若鹜。

根据炎陵县政府部门提供的一组

数据，从 2002 年到 2012 年小水电发展

黄金期，该县通过招商引资建了 127 座

水电站，最高峰时炎陵有 160 座小水电

站同时运转，装机容量 24 万千瓦，发电

量近 10亿千瓦。

“按照上网电价算，平常年份炎陵

的水电收入超过 3 亿元，几乎撑起了全

县一半的 GDP。”炎陵县水利局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年的电

站员工端的是“铁饭碗”，谁家有个搞电

站的总会惹人羡慕。

山水之城，再加上炎黄子孙寻根谒

祖圣地，也让炎陵收获了一波又一波的

文旅红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神农谷，

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达 13 万个/立方厘

米，浓度居亚洲之首，每年吸引不少游

客前来避暑养生。1999 年，该县三产业

28560 万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8.7%，

催生了 100 多家农家乐，让许多农民吃

上“旅游饭”。

竹木、水电和旅游的加持，这样悠

哉的生活，让炎陵人沉醉其中。

“口袋空了，到山里淘点挖点，游客

来了，住宿餐饮整点，日子好过得很，还

瞎折腾个啥！”炎陵一位退休干部向记

者透露，当年县里提出把更多精力用在

工业园区建设，在会场上一众唱反调的

人，“不折腾”成了大多数人的心态。

然而，纵情山水终有时。随着国家

环保政策的出台，实施封山育林、禁止

滥砍滥伐相继成为制度，任性向山林索

取的好日子到头了，竹木行业进入寒

冬。紧接着，国家下文整顿“五小”企业，

小水电行业不得不重新洗牌，整改、转

型势在必行，曾经的王牌产业成了烫手

山芋。

快也资源，慢也资源。当炎陵回过

头来检视自身发现，当地工业企业仅有

陶瓷厂、铁合金等几家，农业龙头企业

几乎没有，旅游业发展势微。

机遇过了、步子慢了、路子窄了，而

患得患失、不思进取的心态更盛了，一

时之得终究换不来一域之光。当炎陵想

要转向翻身时，该用怎样的姿态走出山

谷、奔赴山巅？

从“老天赏饭”到另谋出路，从

唾手可得到上下求索，炎陵没有等

待。

毋庸置疑，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决定了炎陵的破题之路必须从

农业抓起，而农业的优势并没有充

分发挥。

炎陵最大的 IP，是中华民族始

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圣地，远古时

期，炎帝在这里“遍尝百草，以治民

恙”，后葬在鹿原坡。

据《炎陵县志》记载，清初，不

少乡镇大面积种植中药材。每到收

获季节，村民们成群结队挑着药

材，前往江西卖药，场面十分壮观。

此盛况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

然而，这样的盛景早已消退，

如今重头再来，也是刚刚起步。

炎陵山多田少，以客家人居

多，居民从小受熏陶，在山上讨生

活的能力强，发展什么产业，才能

发挥他本领和特长？为此，炎陵人

做了不少探索：

种高山萝卜，味道甘甜，远销

广东，但影响水土保持，只好放弃；

种柰李、新世纪梨，但没形成

规模经济，至今仍在“小打小闹”；

茶叶，拥有乌龙窝等基地，也

拿过不少奖，但经济体量不大，品

牌不响；

…………

直到黄桃的出现，炎陵找到了

一个共富路径。

集全县之力，经过几十年培

育，如今的炎陵黄桃如日中天，进

入高光时刻，红遍大江南北，远销

国内外。

数据显示：今年，炎陵黄桃种

植面积 9.6 万亩，年产量 8.5 万吨，

黄桃产业链综合产值 32 亿元，吸

引了全县六分之一以上的人参与，

让近 6 万人鼓起了腰包，成为农民

的致富果。

然而高光之下，也有隐忧。

炎陵黄桃产业面临着前有群

狼、后有追兵的境地，相邻县跟风

种植，黄桃这份红利到底能吃多

久？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万一遭

遇不测，结局又将如何？长期停留

在种植和初加工阶段，产业链偏

短，利益链如何做大？

有识之士直言，炎陵农业多元

化发展，并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形成“多条腿走路”，才能立于不败

之地。

楠竹看似不起眼，其实是个

“潜力股”。

安吉经验或许能带来启示。安

吉是著名的楠竹之乡，面积 87 万

亩。该县通过深加工，从竹根、竹

竿、竹叶甚至到竹粉末，实现全利

用，形成五大系列 700 多个品种，

产品畅销国内外。

炎陵楠竹面积 39 万亩，人均

拥有量超过安吉。一些有识之士认

为，如果炎陵借鉴安吉经验，大力

发展楠竹产业，延伸产业链，前景

看好。

文旅康养是炎陵的另一张名

片。

有人形容炎陵有“三园”，即全

球华人的精神家园、中国革命的红

色家园、宜居宜游的美丽家园。这

里集“古红绿彩”文化资源于一域，

在全国来看都属罕见，正是壮大文

旅康养产业的独特优势。

利用这些优势，炎陵多方发

力，继炎帝陵成功晋升 5A 景区后，

又完成 S205 鹿原至船形路面改造

等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

快云上大院创 4A 步伐……激活了

全域旅游新动能，也获得“国家级

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全国

首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

县”等荣誉。

有数据显示，2022 年，炎陵县

接待游客 884.33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68.03亿元。今年，炎陵黄

桃文化节引来 5 亿多人次的线上

流量，全县接待游客数达 301 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 22亿元。

成绩有目共睹，不足也显而易

见。业内人士认为，炎陵发展文旅

康养的路子选对了，但与周边县市

相比，差距不小。

井冈山市、桂东县和炎陵同属

罗霄山地区，都是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前者在东，后者在南。红绿资源

相差不大，但炎陵的古色资源独

有，别无他份。

井冈山的红色旅游一骑绝尘，

连续 5 年，旅游收入年均增长 40%

以上，领跑全国。也许有人不服，称

井冈山牌子响，名气大，国家扶持

力度大，炎陵难以望其项背。

桂东大有赶超之势，通过持续

擦亮“中国氧都·凉快桂东”旅游品

牌，避暑经济势头正旺。去年，该县

入选“中国健康旅游名县”。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光有农

业的高光，难以撑起高质量发展的

脊梁，激活“工业细胞”势在必行。

依托优质营商环境和产业基

础，炎陵县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一

大批企业前来落户，培育了全国脱

贫县中第一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建

成了罗霄山片区首家“省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全国最大规模的

钽铌材料产业集群。

起步较晚，亮色不小，但要做

大做强，仍面临诸多难题：

供地困难。炎陵是山区县，可

用土地少，尤其是被纳入国家级重

点 生 态 功 能 区 后 ，更 是“ 雪 上 加

霜”。

电价问题。以前，为帮助老区

发展经济，上级有关部门给予炎陵

用电优惠政策，但在 2021 年就取

消了。

体量不大。炎陵高新区共有工

业企业 400 多家，其中规上企业

115 家，占比很小。年产值近 100 亿

元的仅欧科亿一家。

一桌丰盛的菜肴，讲究色香味

俱全，吃完黄桃红利，炎陵的“餐

盘”该如何装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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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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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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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安吉：
如何让绿水青山成金山银山

村 民 们 抚

育中药材。

株洲日报
全 媒 体 记 者
刘毅 摄

黄桃丰收了
大院龟龙窝茶园

炎帝陵前百龙祭祖。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炎陵县委宣传部 供图）

·炎陵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