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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速边城 
 
 
 

本报记者  肖静芳  宋秀亮 
 

 
      看过沈从文小说《边城》的人都知道，边城是个地处湘、黔、渝边区的小城，但很少有人知

道，书中秀丽的茶峒边城坐落在湘西州的花垣县。 

 
      三四年前，花垣还是个因边而穷的小城，可仅在2003年至2005年的3年间，花垣就实现了

财政收入从0.94亿—1.6亿—3.2亿的“三级跳”，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提升速度连续两年居湖南

省各县市之首。而在全国“排坐次”时，花垣的位次比上一届评比时提升了337位！ 
 
      这创造于边城的“花垣速度”，其动力何来，又能持续多久？ 
 
 
 

借力“边”城 

 
 
 
      边城自然要在“边”上作文章。 
 
      号称矿产资源大县的花垣，其锰矿储量居全国第二，铅锌矿储量居全国第三，可谓资本骄

人，其矿产工业从上世纪80年代已经建立。但长期以来工矿企业的生产能力却只有30%至4
0%，竞争力低，一旦受到市场波动，就会造成停产。其瓶颈何在？一则电力，二则交通。 
 
      拿电力来说，花垣一年的用电负荷在15万千瓦左右，县里自供电只有2万千瓦，而湖南全省

也电力吃紧。经常出现的情形是：高速运转的工矿企业半途遭遇停电，而一停电，电解锰生产厂

家的损失少则10万元。 



 
      既然省内解决不了，边城自然把眼光投向了一水之隔的贵州、重庆。自2003年起，花垣陆

续投入近1亿元，从贵州、重庆等地引进11万伏、22万伏输变电工程，使花垣的电网和供电格局

发生很大转变。 

 
      这是一本新的电力账：新电网形成后，用电负荷可达20万千瓦，完全可以满足现阶段企业用

电需求；外来电的电价1度要比湖南省内低5分至1角钱，意味着企业生产1吨电解锰的成本可降低

500元。 
 
      至于另一大瓶颈——交通，花垣县集中财力，去年一年就投入5000多万元用于改扩建矿山

公路，并成立了汽车疏导队，使来往两大矿区的1000多辆货车一堵车就是三五天的情形一去不

再。 

 
      两大“绊脚石”的清除，使花垣县工矿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升到60%以上，去年电解锰、电解

锌的产量均达7万吨以上。 
 
      如果说解决电力主要靠“地利”，解决交通主要靠“人和”，那么，近年来市场上对能源矿

产品需求的旺盛和其价格的持续走高，又给了花垣以“天时”之便。 

 
      天时、地利、人和，这是花垣——这个矿产资源型城市的兴起之兆。 
 
 
           

总书记的批示 

 
 
 
      2005年下半年，一篇新华社内参引起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关注，并两次作出批示。内参反映

的是湘、黔、渝交界的“锰三角”污染严重的问题。 

 
     “锰三角”中，拥有锰厂数量占全国1/3的花垣正是其中“一角”。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和锰

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它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污染。 

 
      当时的污染有多严重，以至引起高层震动？湘西州州长杜崇烟描述，站在桥上，看见桥下被

锰全部染黑的酉水河，禁不住脚都发软。 

 
      酉水河，正是沈从文在《边城》里所描绘的那条仿佛在世外桃源里才出现的清澈见底的河。

清水河变黑水河，难道边城从荒僻走向繁荣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其实，这个课题不只中央高度重视，湘西州自身也正苦思破解之途。以总书记的批示为契

机，一场治理锰污染的风暴席卷而来。 

 



      据花垣县常务副县长石治平介绍，在锰污染的治理中，政府和企业累计投入资金9800万
元，有一家大型的锰业集团实现了整体搬迁。企业都购置了电子监控系统，一旦污水处理不达

标，系统马上可以显示并阻止污水排放。 

 
      在同时进行污染治理的“锰三角”中，贵州、重庆两地的企业是边生产边治理，只有花垣的

企业是停产3个月专门治理。 
 
      这样做，从企业的角度讲，由于环保设备的运转，1吨电解锰的成本增加了50元至100元，

但是，“从人民的角度讲，从全局的角度讲，这不仅是环保问题，更是社会和政治问题。”石治

平说。 

 
      相较于短期治理，政府部门的人员和机构调整更彰显出打环保持久战的意味：县里专门配备

了一个抓环保和安全生产的副县长；县环保局则由过去的自收自支单位变为全额拨款单位，环保

人员由原来的收排污费变为收罚款。 

 
      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三级跳”、“大跃进”，一方面是接踵而至的环境保护问题，花垣的

发展似乎沿袭了东部的老路，只是花垣还没有积累东部那么雄厚的治污资本——这是民族地区快

速崛起的城市都要面临的考验。 

 
      对此，湘西州州长杜崇烟坚定地说，宁肯发展得慢一点，也要保护好环境。记者欣喜地看

到，经过治理的酉水河已由黑返清，重现沈从文笔下的诗意。但愿这不是暂时的。 

 
 
 

未雨绸缪 

 
 
 
      一个以资源而兴的城市，最怕什么？当然是资源的枯竭。据测算，按目前的开采速度，花垣

的矿产只能再开采20年，如果不及早布局，将会像东北的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陷入发展窘

境。 

 
     “我们目前的发展还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有点像穷人卖血，卖完了怎么办？”花垣县常

务副县长石治平说，“现在最迫切的就是增强自己的造血功能。” 

 
      在今年花垣县委、县政府出台的2号文件明文规定：政府将拿出200万元用于科技引导资

金，100万元用于奖励资金，以鼓励企业及科研课题小组进行科技创新、广纳专家贤才。 
 
      据了解，现在花垣的工矿企业中外聘的专家年薪在10万元以上的就有10多个，最高的年薪

可达50万元，他们在从矿物废渣中提取可用物质、矿产品的衍生品研发以及寻求紧缺资源的替代

产品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大大延长了矿产品加工的产业链。 

 



      如果说这种调整还只是工业内部产品结构的调整，那么对新的产业的培育则体现出更深远的

考虑。 

 
      在沈从文所描绘的湘、黔、渝交界的茶峒边城，记者看到，花垣县投资5000万元打造的

“翠翠岛”已成为一道标志性景观，而百名书法家用不同字体书写的《边城》也夺人眼目——这

其中的意味十分明显，“边城”的品牌，将成为花垣下一步拓展旅游市场的有力旗帜。 

 
      尽管矿产业占花垣财政收入的60%以上，尽管它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仍是花垣无法替代的产

业，但是这个资源性城市已经嗅出危机的味道，并开始寻求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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