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成全省最大的肉鸡产业基地， 建成

全省最大的铝及铝加工产业基地， 火热的

“赏樱游”“看海游”“湖畔旅居” 助力红

枫湖“保湖” 和“富民” 双赢……新中国成

立 75 周年来，清镇市的一产、二产、三产正

在加速塑造经济新动能、构建发展新优势，

成绩令人振奋。

风劲潮涌，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

更需快马加鞭。在 1386.6 平方千米的土地

上， 清镇人正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舍我其谁的责任担

当、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苦干实干，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清镇实践。

在贵黔高速清镇段， 有一处收费站的名字很特

别———铝城收费站， 这里见证了一个靠铝而兴的工

业新城的诞生。 从该收费站下高速，迎面而来的是

一片规模宏大、基础设施发达、车水马龙的工业园

区。 这就是清镇市铝及铝加工产业的核心区———王

庄铝精深加工产业园。

走进该产业园，只见数十家铝企生产“火力全

开” ，数个铝工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然而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甚至没有正式

名字，只有当地人口口相传的“牛滚凼”“野猪林”

“烂泥湾” 等小地名。

为了建好王庄铝精深加工产业园， 清镇市投入

50 亿元， 迅速将这片荒凉地开辟为基础设施较为完

善的投资热土： 建成里程 80 多公里的道路， 实现矿

区到生产加工企业、 生产加工企业到市场的无缝衔

接； 建成完备的供水体系， 保证企业大规模生产用

水，并配建处理能力有冗余的污水处理厂；建成席关

变 500 千伏、田坝变 220 千伏、茶林变 110 千伏等设

施，增强了对企业用电需求的保障能力；安装 72.8 公

里天然气管道，企业天然气使用覆盖面达 100%……

起初， 入驻清镇市的只有华仁新材料、 华锦铝

业、广铝氧化铝等数家产业链上游的龙头企业。 为

加快推进铝产业补链延链强链，清镇市出台了“铝

十条” 等地方性产业扶持引导政策，“勒紧腰带” 加

速建设园区，抓住我国相关产业向西部转移的利好，

引进了前标铝业、靖帆科技、顺泰、万金诚、明晟等

数十家大型企业， 投产了一批又一批产业链中下游

项目。

全产业链项目接连落地， 开启深挖附加值的新

路后， 清镇市铝及铝加工产业产值开始连年保持强

劲增长。 如今，清镇市不但拥有“资源保有储量 3.9

亿吨、远景储量在 5 亿吨以上” 的铝土矿资源储量

全省第一的名头， 还成为全省最大的铝及铝加工产

业基地———从产业链条看， 已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

“铝土矿开采－金属冶炼 / 非金属应用－精深加

工－回收利用” 绿色循环全产业链；从产业产能看，

现有氧化铝年产能 240 万吨、 电解铝产能 50 万吨，

氧化铝、 电解铝产品市场份额分别占全省的 62%、

53%；从产业集聚度看，已吸引贵州华锦、贵州华仁

等铝加工企业相继入驻，集聚了 44 户规模以上铝及

铝加工企业。

聚焦“富矿精开” ，清镇市以铝为媒谋发

展，一个铝产业聚集度高、产业链较为完善的

铝资源精深加工基地正在黔中大地热火朝

天地建设， 一个生机勃勃的黔中“生态

铝城” 正在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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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经济新动能 构建发展新优势

———清镇市一二三产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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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镇市一角。 鲍凯 摄

贵州高精板带箔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李锦明 摄

清镇市站街镇莲花村养殖

示范点出栏的肉鸡。

代胜强 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今年，随着 15 个村集体肉鸡养殖示范点的先后

投用，清镇市 3000 万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宣

告全面完成，其养殖规模和出栏规模全省最大的地

位更加稳固。

为何要大力发展肉鸡养殖？ 实际上， 经过近 17

年的摸索和实践， 清镇市早已引进和扶持温氏、德

康、大兴伟业等多家龙头企业，按照“四提供一回收

一确保” 的“公司 + 村集体 + 农户” 利益联结机制

发展肉鸡养殖，发动数百户农民参与，养殖户户均年

收入超 10 万元，肉鸡出栏量早已达“千万羽” 规模，

肉鸡养殖规模、出栏量及产值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

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由于肉鸡养殖在清镇市已有成熟的市场环境和

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养鸡为主的生态家禽产业被清

镇市定为农业主导产业大力发展。 为了进一步做大

做强肉鸡养殖产业，清镇市 2023 年出台《3000 万羽

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按照“新建一批、

改造一批” 的发展思路，让肉鸡每年的出栏量提升

至 3000 万羽以上。

在清镇市 3000 万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中，“一揽子” 政策帮助解决了资金短板：清镇市争

取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3000 万元， 打造 15 个村集体

养殖示范点； 争取贵阳市级财政资金 2600 万元，补

助农户建设； 清镇市财政对农户贷款贴息三年，即

第一年贴息 100%， 第二年贴息 80%， 第三年贴息

60%；肉鸡保险金额从原有的 24 元 / 羽增加至 39 元

/ 羽，为肉禽养殖企业、养殖农户提供了价格兜底保

障。 此外，为促进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龙头企业还

针对新发展养殖户给予一定的补助政策， 最高每平

方米补助 100 余元。

肉鸡成为清镇人民名副其实的“金鸡” 和“致

富鸡” 。 在强劲的资金保障和县乡村三级联动调度

下，清镇市新建的 15 个村集体养殖示范点已全部投

产。 按照股权分配， 这些村集体每年可获得租金收

益 10 万元和分红收益约 12 万元，未来可期。

2024 年， 清镇市农业领域还传来不少好消息，

辖区企业贵州南方乳业有限公司登陆“新三板” ，全

市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推广面积超 3 万亩， 贵阳德康

存栏 5000 头生猪选育场和 2500 头核心育种场全面

启动建设，3.5 万亩规模化蔬菜基地建成投产，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达 64％……农业发展的根基和质量

“稳上加稳” 。

1

建

成

全

省

最

大

的

肉

鸡

产

业

基

地

贵州不沿海，但清镇市红枫湖北畔的杉树村

却有一片美丽的“海景” 。这里有沿湖公路、集中

连片的森林，被游客赞为“森林里的洱海”“大

山中的三亚”“贵阳看海的地方” 。

看中杉树村的“海景” 和贵阳旅居产业发展

前景，安顺青年刘侨金来到杉树村创业，租赁闲

置农房打造了民宿“古埃蒙” 。 蓝白为主色的地

中海式装饰风格、面朝“大海” 的客房、湖畔柔软

沙滩上的露天咖啡馆、“一对一” 的酒店式管家

服务，让该民宿受到游客追捧。

同样看好杉树村的还有该村村民朱勇江，他

放弃大城市的高薪工作返乡创业，经营起了杉树

村的旅居首店“小江民宿农家乐” 。 朱勇江全家

人上阵组建了创业团队： 母亲养猪养鸡种菜，父

亲负责各种杂活，妻子专攻烹饪，他负责设计装

修民宿、宣传、服务顾客。

在“古埃蒙” 和“小江民宿农家乐” 的带动

下， 杉树村越来越多的闲置农房被利用起来，民

宿和农家乐从去年开始爆发式增长，总量已增至

20 多家。

杉树村的旅居热只是清镇市旅居产业发展

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清镇市乡村民宿已增至

60 多家， 还有 100 多栋闲置农房正被盘活用于

发展旅居产业，主要分布在红枫湖、东风湖周围。

“清镇红枫湖镇大冲村－右二村－芦荻哨村－

站街镇杉树村” 被列为贵阳贵安“五治” 集成暨

“爽爽贵阳·旅居生活” 示范带之一重点打造，当

地旅居产业发展前景更加明朗。

数据显示， 随着旅居产业热度居高不下，

2024 年“飞 ” 到清镇市的候鸟客人数增长逾

两成， 充分说明清镇市对旅居产业的投入正

在见效。

近年来，旅游业作为清镇市第三产

业的重点板块， 得到了长足发展。

鸭池河畔的露营地 “接二连

三” ，四季贵州风景区的水上

乐园夏季游客爆满，右二

村的蒙德里安色系建筑

和乡村咖啡馆“吸粉” 无数。 此外，以羊皮洞瀑布

为核心的暗流河风景名胜区获批开建，号称“贵

州水溶洞天花板” 的石龙洞已开始规范化运营，

备受期待的“恐龙小镇” 已经开门迎客，旅游产

业正在清镇全域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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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清镇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种鸡场与孵化厂。 代胜强 摄

清镇经开区王庄铝工业园区。 代胜强 摄

清镇市站街镇杉树村

鲸落营地。 代胜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