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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下,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上升,绿春县在“十三五”期间经济

增长幅度明显提升,在推动依法治县进程中成果斐然。在迎接下一个“十四五”阶段,需要充分契合区域

实际情况,对“十四五”项目进行合理谋划,整合力量,开发内生发展动力,力求缩短与内地经济发达区域

的经济差距,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本文就此展开分析,阐述绿春县未来发展目标,渗透

绿色、协调、创新和开放理念到实处,以求推动绿春县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 项目谋划；“十四五”；区域经济；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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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家颁布的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应积极学习和吸收在云南勘察时提出的

讲话精神,积极与全省、全国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衔接,进而编制符

合绿春县“十四五”的项目规划,明确新

任务目标,整合资源条件,推动区域经济

持续发展。故此,需要充分、全面的把握

全县发展情况,总结“十二五”、“十三

五”经验基础,积极迎接挑战和机遇,编

制合理的“十三五”项目规划,以求推动

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1 区域格局优化改善 

1.1一城 

削峰填谷形成的东部发展片区,作

为经济发展核心区域,也是绿春县的经

济、文化和政治中心,生物资源开发与文

化旅游是主导产业,具有浓厚的民族特

色,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建设的重要区域。

未来发展目标是坚持原生态民族文化为

核心,保护生态环境资源为前提,大力推

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增

长,在彰显城镇发展特色的同时,切实提

升绿春县经济竞争优势[1]。“十四五”时

期应在“十三五”基础上,持续推动配套

基础设施健全和完善,实现新旧城市基

础设施的协调配合,推动现代化建设进

程；强化城市功能,对城市整体的功能布

局优化调整,形成旅游为主体的第三产

业核心区；优化老城区功能格局,在扶持

第三产业发展同时,打造商旅文化步行

街,控制道路车流量,营造民族特色浓厚

的氛围。同时,一城呼应一山,形成一个

发展共同体,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1.2一山 

即黄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绿

春县国土总面积占比达到了21%,包含玉

林、常绿阔叶林和黄连山瀑布等景观,

有着较为独特的生态环境,经济和生态

方面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如何协

调有序处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应契合实际情况制定持久性保护目标,

大力开展社区建设和生态旅游活动。加

强黄连山自然保护区建设和保护,重点

完善标识标牌、防火道路和保护区管理

站基础设施建设；摒弃传统旅游开发模

式,大力推行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带动社

区发展,并且对旅游观光道路合理设计

建造,便于游客观光；整合当地的生态自

然资源,大力推动养蜂产业、中药材和苗

木产业,开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2]。 

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2.1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绿春县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区域经

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应积极推动公路、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物流、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强化天然气、水电能力保障。基

于此,以“一道两路”为骨架,构建水陆

空立体的交通网络,持续推进铁路干线、

干支线公路网络系统建设,形成全面、高

效和便捷的交通网络,致力于提升绿春

县的交通服务能力。如,加快元阳-绿春

高速公路建设,推动G219大黑山-绿春县

城、S218红河土台—绿春哈德岔口—平

河、S245绿春平河—金水河的道路提升

改造工程[3]。 

2.2打破水利基础设施限制 

首先,重点建设一批骨干水源工程,

加快推进路俄、三角龙塘2个中型水库建

设,积极推进冷水箐、牛俄等10个小型水

库建设,全面完成潘家东山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持续推进城乡安全饮水工程,

推进一批城市饮用水水源及水源地监测

点建设,继续实施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升

级工程,全面提升以城区及八个乡镇为

重点的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十三五”期

间,实现新增蓄水库容3700万立方米,解

决12.5万人的饮水保障问题,使县城供

水保证率到95%以上、八个乡镇供水保证

率达90%以上[4]。 

其次,积极推广农业节水灌溉,大力

推进灌区配套与节水改造,重点改善黄

连山灌区及全县节水灌溉条件,努力提

高灌渠输水、农业用水利用效率。 

后,推动民生水利建设,致力于推

动抗旱应急水源建设,为全县人民的用

水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2.3强化能源基础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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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全县电网建设情况调查和分

析,坚持主要电源和骨干电网为中心支

撑,积极推动能源保障网络优化完善,在

保持现有电力稳定供应水平基础上,进

一步强化中小水电开发力度,推动黑龙、

绿仙龙等水电站建设,大力开发风能、水

能等清洁能源,减少传统能源的依赖度。

此外,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力求补齐

短板,实现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提升

客运服务水平。如,立足于区域综合交通

网络,推动乡镇商贸服务中心、物流配送

中心建设,逐步构建更具特色的现代物

流体系[5]。 

3 旅游业为核心推动服务业

壮大 

3.1推动民族文化旅游业 

绿春县应整合区域自然资源和民族

文化资源,大力推动民族文化旅游业发

展。通过旅游业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节点。因此,要持续

推动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结合当

地的热带雨林观光和戈奎哈尼饮食歌舞

文化特色,致力于新型旅游项目开发,渗

透生态、环保理念到实处,推动文化旅

游、生态旅游发展[6]。在推动民族文化

旅游业发展背景下,积极完善配套的基

础设施,通过产业融合、联合推动,打造

更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推动旅游产业

更高层次发展。 

3.2壮大文化产业 

通过对区域哈尼文化资源深层次开

发和利用,推动哈尼四季调、哈尼刺绣、

哈尼歌舞文旅项目开发,并做好文化传

承和保护,壮大文化产业。如,吸引更多

社会资本进入文艺演出市场,在政府主

导下,推动文化艺术服务业发展,逐步壮

大演艺规模,力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文

化传播演艺公司,以来全国、乃至全世界

推广哈尼特色的歌舞剧目,提升绿春县

的文化产业竞争优势。 

4 依法治县,持续深化改革 

绿春县应坚持依法治县,规范政府

行政行为,推行民主决策,并对执法情况

全面监督和管控,力求打造守法诚信的

法制政府。 

一方面,构建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

确定决策范围,严格遵循流程来开展工

作。建立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则

和制度,重大决策合法性依法审查,并

对重大决策实行情况全方位跟踪和监

管,反馈执法情况,一旦出现违法行为

严厉追责。另一方面,依法履行政府职

能,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对政府组

织就结构优化改进,落实职责到实处,

规范政府服务、行政审批流程,杜绝不

作为行为出现。同时,持续深化改革,

激发区域发展潜能,明确权责所在,构

建完善的农村产权制度体系,保障农村

集体组织成员切身权益,推动农业产业

化经营和发展,促使国有资产盘活,推

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化,并进一

步推动融资渠道多样化。政府在带领区

域改革深化的同时,要深度融合时代发

展趋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

收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积极招商引资

和人才聘用；改善边境贸易条件,扩大

区域之间人才往来,为绿春县经济持续

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5 结论 

综上所述,绿春县“十四五”规划是

未来发展建设的首要前提,需要在积累

“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经验基础上,

紧紧围绕绿春县发展目标,整合区域资

源优势,进一步编制科学合理的“十四

五”规划,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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