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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县，桂北地区的一个山区小县。

究其得名之故，一因系资江的发源地，

二因县内自然资源丰富。

资源县资源丰富吗？

有人说，当然。资源县森林、矿产、水

力、旅游资源丰富，山清水秀，特色鲜明，后

天发展优势明显。

有人说，未必。资源县素有“一水四田

九十五分山”之称，山多地少，耕地匮乏，先

天发展条件不足。

看法总会不一，关键是资源怎样发展？

通过转变观念，找准定位，厘清方向，资

源县以“生态立县，农业稳县，工业富县，旅

游强县”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具有当地

特色的绿色崛起之路。

发展：不比总量比生态

资源县最大的资源是什么？

是生态。

资源县具有独特的生态优势，森林覆盖

率达 78.61%。青山绿水不仅带给资源优美

的生态环境，更是蕴藏着宝贵的财富和发展

机遇。

资源县发展的重中之重是什么？

也是生态。

“资源县内有资江和浔江两大水系,有猫

儿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银竹老山自治区自

然保护区,是长江和珠江的重要水源涵养区

之一，是全国唯一一个喀斯特地貌和丹霞地

貌并存的县。生态保护是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工作的先决条件，保护生态环境必须放在

第一位。”资源县委书记文飞告诉记者。

和全国很多地区一样，“高投入、高污

染、低收益”的粗放式发展也曾是资源县走

过的老路。

一边是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木

材采伐和萤石、石英等不可再生资源采掘，

资源消耗的年均增长远高于全国水平。

一边是生态环境突出，自然资源丰富，

动植物种类繁多，水能资源得天独厚，优势

资源特色鲜明，良好的生态环境一直是资源

县一张靓丽的“名片”。

在各地竞相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资源

县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

须改变传统发展的老路，确立‘生态立县’发

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生态、循环、低碳、高效

的绿色发展道路。”“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

决策形成之后，成为资源县历届领导班子一

以贯之的接力探索。

蓝天白云下，山花漫野，绿草茵茵，洁白

的大风车在群峰间随风转动……屹立在资

源县十里坪坦高山草场上的金紫山风电场，

“大风车”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

契机，还成为一道新的生态风景线。

2011 年 9 月，随着第一期 33 座“大风车”

的不断转动，广西无风力发电场的历史从此

改变，拉开了资源县乃至广西高山风电新型

能源开发的序幕。

清洁、可再生、零污染、零排放……风力

发电这一绿色产业在资源县的落地生根，成

为该县“生态立县”发展思路的最好佐证。

春和景明的时节，资源县到处青山绿

水，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乡村地头间，农民正在精心护理着红

提、猕猴桃、罗汉果等生态高效农作物，各种

种植基地已经形成生态种植规模，给人以丰

收的展望。

在生产车间里，资源县矿产品深加工

业、农林产品深加工业等产业开足马力，在

绿色能源的撬动下，发展势头迅猛无比。

在绿水青山中，游人徜徉于资江、八角

寨、丹霞温泉等景区，汇聚在美如仙境的奇

山秀水，共享资源秀丽山川的无穷魅力，流

连忘返。

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

资源县充分利用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经济，将

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支撑全

县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在保护生态环

境 和 发 展 经 济 之 间 找 到 了 最 佳 结 合 点 。

2012 年，资源县地区生产总值达 35.07 亿元，

工业总产值达 36.3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现金收入为 19873 元和

5841元，连续几年呈两位数快速增长。

连绵不断的青山，清澄明净的河水，如

诗如画的风景……资源县绿色山水间的丰

富蕴藏，让人心驰神往。

实践证明，“金山银山”可与“绿水青山”

同在，“绿色发展”能与“美丽家园”同辉。

农业：不比规模比特色

平均海拔 800米以上的资源县，素有“广

西青藏高原”、“南方哈尔滨”之称，是广西海

拔最高的高寒山区县。

如今的资源县，不仅绿色能源出名，特

色农业亦小有名气。

每年一到秋天，资源县的田间地头里，总

会是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在中峰乡大庄田

的红提长廊，热闹非凡，果农采摘、装箱，商家

过磅付钱、组织装车，繁忙而有序，丰收的喜

悦荡漾在果农脸上；在资源镇浦田村红阳猕

猴桃种植基地，顺着地势种植的大量红阳猕

猴桃看不到边际，累累果实压弯枝头，果农们

正抓紧时间采摘套袋的猕猴桃出售……

长达 3 公里的“红提长廊”，一眼望不到

边的绿色“提海”，彰显了资源县特色高效农

业的勃勃生机。

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怎样鼓起农民的

钱袋子？资源县把眼光定格在规模发展特

色农业上。

2002 年，资源县经过考察，大胆引进了

当时一种叫“美国红提”的“洋水果”，经农技

人员试种成功后，在中峰乡采取示范扶持方

式发动种植成功，然后在全县大力推广，开

启了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立足良好的生态优势和高寒山区独特

的气候条件，资源县大力发展金银花、西红

柿、猕猴桃等独具特色的规模农产品，仅仅

几年，特色农业就在资源遍地开花。

漫步在资源各特色农业产区，放眼望

去，中峰的红提、资源镇的猕猴桃金银花、车

田的西红柿、河口的百合、梅溪和瓜里的“三

木药材”……真是特色农业异彩纷呈，丰收

美景目不暇接。

车田苗族乡是资源最主要的西红柿种

植基地，年种植西红柿近万亩，注册了车田

牌西红柿商标，平均亩产在 2 万斤左右。该

乡熊家湾西红柿种植户李文德说：“西红柿

就是我们的致富果。”

红提种植面积达 5.8万亩，总产量达 7.65

万吨，总产值达 5.5 亿元，成为广西最大的优

质红提生产基地；种植西红柿 2.0 万亩，产量

达 15万吨，产值达 4.2亿元，成为华南最大夏

秋西红柿生产基地；金银花 5.5 万亩，产量

1000 吨（干花），产值 8000 万元以上，成为广

西“十百千”扶贫开发项目建设重点县之一，

建成全国最大曼地亚红豆杉种植基地 0.8 万

亩；建成冷水鱼养殖场 4 个，其中产量 10 万

公斤的冷水鱼养殖场 1 个，成为广西最大的

冷水鱼养殖基地……2012 年，特色种植和特

种养殖成为资源县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通过积极建立优势产业集群，资源县充

分发挥和利用山区优势，全力打造“一乡一

品”、“一乡多品”、“一村一品”工程，形成了

以五排三乡以西红柿、辣椒、百合为主；资源

镇、中峰乡以红提、脐橙、猕猴桃为主；瓜里

乡、梅溪乡以金银花、三木药材、茶叶为主的

三大优势产业集中区，优势特色农产品占全

部农业总产值的 60%以上。

在特色农业的发展思路指导下，资源县

农业迅速实现从“小作坊”到“大产业”，从

“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转变，并向着规模

化、特色化、生态化、科学化的现代农业方向

大步挺进，不断实现转型升级。

“资源县将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农业这

篇文章，到‘十二五’末，使全县红提面积达

到 8 万亩、西红柿面积达到 3 万亩、金银花

面积达到 10 万亩、红阳猕猴桃面积达到 4万

亩……把资源县打造成为特色农业强县。”

资源县县长韦绍艺说。

如今的资源县，特色农业的道路越走越

宽阔，农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足。

工业：不比产能比“绿色”

俗话说，“无工不富”。

工业事关一个地方的财政收入和居民

增收，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力量。

产业必须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发展，然而，

资源型产业越来越受到能源、环保等因素约

束，这考验着一个地方决策者的发展智慧。

只有转型升级、科学发展才是必然出路。

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资源县选择了

“绿色发展”这条主线。立足资源县的实际，

绿色经济如何扛起全县经济发展的大旗？

在实践中，资源县产业的绿色发展分两

路进军：一是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即充分利

用风能、水能、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能发

电，培育发展新能源产业。二是绿化提升传

统产业，即工业、农业、旅游等产业实现生态

化、循环化、高效化。

近年来，资源县充分依靠特色资源优

势，做大做强绿色经济，打造“五大十亿元产

业”，助推当地经济迅猛发展：以水能、风能

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以生产硅锰产品为主

的冶炼产业，以瓷土矿、钨矿、萤石、石英和

长石矿等为主的矿产加工业，以新型花岗岩

为主的石材产业，以果蔬、竹木和“三木”药

材为主的农林产品加工业。

在海拔 1500 米至 1800 多米的十里坪坦

高山草场上的金紫山风电场，高高矗立的 66

台风机正日夜转动发电。通过发展清洁能

源，风能发电年可达到 1.8 亿千瓦时，水能发

电年可达到 10.5 亿千瓦时，“十二五”期末产

值有望突破 10亿元。

在诚豪石材等生产企业里，花岗岩石材

在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加工，这些石材凭借

良好的质量，远销日本、韩国、中东地区等。

在特色农林副产品加工上，依托特色农

产品及药材，大力推进集聚和集中发展，加

快形成水果、西红柿、有机茶、药材等特色优

势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在地热能和沼气等生物能开发上，充分

开发利用地热能，办起了 4A级的丹霞温泉度

假景区及多家星级宾馆，日接游客近万人

次；不断提高沼气利用率，使之成为越来越

多的农户用能。

2012 年，资源县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 32亿元，同比增长 32.7%，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 11.5亿元，同比增长 30.4%。

伴随“五大十亿元产业”风生水起的是

绿色发展激励机制的不断建立：

天盛新型材料公司按照循环经济理念，

发展石英深加工项目，逐步转向绿色制造；

天宝等冶炼企业进行了 1.25 万千伏安的矿

热电炉节能技改，实现达标生产，资源县及

时激励，将其列入重点扶持项目。

桂林美万家竹业公司转变生产方式，成

为以综合利用整根毛竹生产家居日用品的

环保企业，其充分利用毛竹的不同部位生产

竹砧板、竹烟缸、竹筷、竹签、工艺品等，做到

生产无废料。对此，资源县大力扶持其进入

工业园发展，使之规模扩大了 3倍。

绿色是希望，绿色是未来，绿色是追求。

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强力推动下，“五

大十亿元产业”已成为资源县经济发展的重

要引擎，“十二五”期末，资源县工业总产值

有望突破 100亿元。

旅游：不比资源比品牌

山清水秀的资源县，美如人间仙境。

资江浩荡北去，山高谷深，雄伟险峻。

游客们唱着山歌，打着水仗，穿梭于奇山峻

岭之间，体验着一种洒脱和欢愉。

八角寨丹霞地质公园雄奇险幽，云雾飘

渺。游人沿着狭窄险峻的山脊，往八角寨山

顶攀爬，犹如登天梯、游仙境，流连忘返。

五排河谷深、弯多、山陡、林深。游人穿

上救生衣，乘上橡皮艇，顺幽谷漂流而下，随

着橡皮艇上下翻飞，不时发出一阵阵尖叫和

欢呼。

山清水秀、石奇林幽、丹霞神韵、山涧漂

流……资源县作为广西首批优秀旅游县，旅

游资源丰富独特，特点突出，是全国唯一的

喀斯特地貌和丹霞地貌完美结合地，在大桂

林旅游圈中独树一帜。

“华夏第一漂”资江漂流、“丹霞之魂”八

角寨、天门山景区、“中国最佳漂流胜地”五

排河……区区方圆 60多公里，资源县就集成

了众多知名景区。

既有丹霞地貌和田园风光，又有浓郁古

朴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山

区小县，资源县的旅游开发潜力可谓巨大。

基于资源秉赋，资源县如何发展旅游

产业？

资源县为此提出“旅游强县”的发展目

标，致力发展旅游产业，做大做强旅游业，抓

品牌树特色，以旅游业作为龙头产业带动资

源经济发展，使各旅游景区具有了较高的知

名度，既相辅相成又各具特色。

2012 年以来，资源县加大特色旅游的发

展力度，努力打造桂林旅游“新一极”。在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源县持续发力，县城

已经开工建设四星级酒店 1 家，规划建设四

星级以上酒店 7 家，其中五星级酒店 1 家，努

力实现“十二五”期末每天住在县城的游客

要达到 1 万人以上，每年的游客突破 300 万

人次的目标。

此外，资源县还深度整合旅游资源，打

造丹霞文化旅游，打响资源节庆品牌。今年

8 月中旬，资源县将举办第二届丹霞文化旅

游节暨第十九届河灯歌节，充分展示资源享

有“丹霞之魂”盛名的丹霞文化旅游独特魅

力，打造资源丹霞文化旅游品牌。

2012 年，资源县接待旅游游客突破百万

大关，达 101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45%，旅游

总收入达 7.6亿元，同比增长 45.3%。

如今，七月半河灯歌节已成为“中国百

姓生活游”十大主题之一；资江、八角寨、天

门山、五排河、宝鼎瀑布、丹霞温泉、龙洞峡、

金紫山高山草坪高山风电场、银竹老山自然

保护区、中峰十里提子长廊、晓锦新石器人

类遗址等景区景点，已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与品牌。

2012 年 7 月，在 2012 年中国十佳最美乡

村的评选活动中，资源县以其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彩的民

俗风情，获评“中国十佳最美乡村”荣誉称号。

这是资源县继 2011 年被亚太旅游联合

会、国际度假联盟组织和中国生态旅游促进

会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旅游目的地”

和被 2011 年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组委会授

予“中国体育旅游精品推荐线路”称号之后，

在旅游方面获得的第三个国家级荣誉牌匾。

用绿色描绘希望，用绿色昭示未来。

一条生态立县、绿色崛起之路在这个桂

北山区小县正无限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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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一个桂北山区小县的绿色崛起之路

□ 本报记者 江东洲 通讯员 陈育勤 马宏富

正在发展中的资源县城北新区

资源县金紫山风电场资源县金紫山风电场

西红柿种植户在包装西红柿西红柿种植户在包装西红柿

拥有拥有““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两顶桂冠的资源县八角寨丹霞地貌景观两顶桂冠的资源县八角寨丹霞地貌景观

资源县委书记文飞资源县委书记文飞（（左一左一））在天门山景区调研观光客运索道和观景平台等项目建设情况在天门山景区调研观光客运索道和观景平台等项目建设情况

资源县县长韦绍艺资源县县长韦绍艺（（前中前中）、）、人大主任李芳明人大主任李芳明（（左二左二）、）、政协主席程正华政协主席程正华（（右二后右二后））深入当深入当
地竹木加工企业调研工作地竹木加工企业调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