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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山顶刮起生态“风”

没来城步时，被告知得最多

的，是南山绝美的风景。但当记

者上到南山时才发现，这八十里

南山，更是城步苗族自治县产业

发展的金山银山。

10月的南山大草原仿佛绿色

海洋，起伏的草山被秋风吹拂，

宛如波涛。远处的一个个山头上，

一座座“大风车”——发电风机

仿若直入云霄。翩翩的风电叶片

随风悠然转动，在蔚蓝的天空

和湖水的映衬下，美不胜收。

城步风能资源十分丰富，可

开发利用的风能达 100万千瓦，

其中南山牧场平均海拨1760 米、

平均风速 7.2 米每秒，可开发利

用的风能资源达 30万千瓦。每

台风机的叶片长 41 米，立柱地

面高达 80 米，装机容量达 2000

千瓦，相当于一个小型水电站的

发电量。

近年来，城步县不断培育风

电产业，致力打造“湖南风电第

一县”。大唐华银、湘电集团、

国电电力集团、三一集团等大型

企业不断聚集。依靠龙头企业

带动，城步吸引了一大批新能源

项目落户，逐步形成了培育一个

带动一批的集聚效益。装机 20

万千瓦的南山一、二期风电场相

继发电并网，十里平坦风电场、

乌鸡山风电场正在加紧建设。到

2020 年，城步县风力发电总装

机将达到 60万千瓦，新能源总

产值将在 10 亿元以上。

“山清水秀是城步的骄傲，

加快发展是城步的需要。城步

的转型发展必须立足‘生态立县’

发展战略，不能触碰生态环境

的红线。”中共城步苗族自治县

县委书记罗建南如是说。在这

个思路引领下，城步提出“既要

金山银山，更要绿色青山”的

发展思路和理念。该县发展新

能源产业就是这一发展思路的

注脚和点睛之笔。

也是在绿色崛起战略的指导

下，城步围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促进产业升级、发展环境友好型

产业，大力发展形成了以清洁能

源、食品加工、林产工业、电子、

生物制药等为支撑的产业格局。

截止 2015 年底，园区总产值突

破 20 亿元。城步工业园升级成

为省级工业集中区，目前正申报

国家级新能源示范区。湘商产业

园完成征地 558 亩，建成园区主

干道 1.2 公里，完成标准化厂房

建设 3.5万平方米，日益成为县

域经济发展的产业聚集区、经济

增长极。

优势资源：南方的“呼伦贝尔”

除了风电，享有南方“呼伦

贝尔”之称的南山拥有十分丰富

的草山资源，这也为城步县奶业

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如今，城步县依托资源优势，

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出

了建成“中国南方乳业第一县”

的战略目标，充分发挥乳品加

工龙头企业——湖南南山牧业

有限公司的带动作用，大力发

展奶牛业，在全国奶业持续低

迷的背景下，城步奶业仍持续

健康发展。目前，全县有湖南

南山牧业有限公司和湖南羴牧

营养品科技有限公司两个乳品

加工企业，建成 3 个奶牛基地乡

（镇），20 个奶牛基地村（居），

奶牛饲养量达 1.1 万头，饲养奶

牛 20 头以上的养殖大户 30 户，

形成了“南牛北羊”的发展格局。

“南山牧场，这里有好山、

好水、好牛、好奶，在天然无污

染的牧场上，荷斯坦奶牛在草山

上自由漫步。每当省会长沙面临

40 度的酷暑，相距这么近的南

山上却只有二十多度，每年来南

山消暑、看奶牛、亲子游的游客

非常多，这里也成为了湖南省著

名的避暑胜地。我们也是看中这

里天然的优质牧场，同时又是最

佳观光胜地。”南山牧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姚慧是个“80 后”，他

告诉记者，如今的南山被大多数

人知晓，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孤寂土地，“天然、纯净”

已然成为了南山的最佳代名词。

特色农业：大山就是“钱罐子”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松岗街

道城步青钱柳健康会馆收到了

从湖南城步发来的城步青钱茶

叶 20 公斤，短短一天时间，就

被广州、东莞、深圳、西安等地

的客人全部买光。

青钱柳是冰川四纪幸存下

来的珍稀树种，是一种生长于

高海拔山区的胡桃科落叶乔木，

其芽叶炮制成青钱柳茶对高血

糖病有明显疗效。在以前，城

步老百姓都把青钱柳当杂木处

理，少部分人拿来做甜茶。从

2013 年开始，城步引进青钱柳

叶加工茶叶生产技术，成立了

城步青钱柳茶业有限公司，建

成加工厂两个，采取“公司 + 基

地 + 农户”模式发展青钱柳生

产。到目前，城步已建成青钱柳

产业园 5000 亩，群众自发成立

青钱柳专业生产合作社，已初

步形成“产 + 销”产业链。青

钱柳栽后 3 年投产，6 至 10 年

达盛产期，盛产期每年可采摘

鲜叶 15 公斤，按平均 60 元每

公斤的价格，一棵青钱柳年收

入近千元。5 公斤鲜叶可制成品

茶 0.5 公斤，售价 600 元左右，

且产品供不应求。

青钱柳的好行情，正是城步

县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能种能养还要能卖。在互联

网+ 时代，城步依托“互联网+

渠道+消费者”的闭环发展模式，

整合特色产业和重点行业，大力

推进产业基地建设，逐步实现电

子商务与特色农业产业的深度融

合。

如今，该县连片成块的特色

农业基地，构成了一幅幅农村新

景，特色农业产业成为富民增

收的重要渠道。

如果说，过去城步人说家乡

是“一步之城”尚带有些许自嘲

的意味，那么，时至今日，身处

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版图之中的

城步，同时享有少数民族自治县、

新一轮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武

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工作重点县等帮扶政策，城步的

叠加优势不可估量。这个湘西南

小城，必将在“绿色产业崛起”

的路上越走越宽。

（下转 A05 版）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立   
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小兵
 

对绝大多数南来北往的游客
来说，认识湖南城步，是从一
片草原开始的。

这片草原有个非常诗意的名
字——“南方的呼伦贝尔”。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了南山草
原，南方人几乎不用去内蒙古，
这里就能满足你信马由缰的梦
想。然而，这个中国南方最大
的现代化山地牧场，这片辽阔
苍茫的草原，她所在的城步苗
族自治县，却一度有一个袖珍
的称号——“一步之城”。

这似乎是一个略显尴尬的矛
盾。

没错，这个 60 年前（1956
年 11 月 30 日）正式成立的苗
族自治县偏于一隅，巍峨雄浑
的南岭山脉与雪峰山脉在这里
相互交会，注定了这个多山的
小城并没有太广阔的地域空间
让人们大展拳脚。这里的地貌
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
又属革命老区和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之一。由于自然地理等种
种因素，其基础条件差，经济
底子薄，要实现飞速发展、快
速扩张，其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让人赞叹的是，60
年的风雨兼程，60 年的上下求
索，城步，就如同一匹不断奔
跑的骏马，翻越崇山峻岭，最
终在自己的草原上步步生风、
步步莲花。

如今的城步苗族自治县，在
旅游开发、产业发展、扶贫攻坚、
城镇建设、民族团结等方方面
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可喜佳绩。
各种“国字号”金字招牌、各
种荣誉称号纷至沓来。昔日的

“一步之城”亮出了“天下城步”
的响亮口号！

这是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
这条发展之路带来的是怎样的
巨变？这个巨变的过程闪烁着
怎样的智慧？智慧的背后彰显
着怎样的担当？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建县 60
周年庆典即将到来之际，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深入苗乡，探访
这个“楚南极边”的精致小城，
为您一点点打开这幅美不胜收
的发展长卷……

从“一步之城”到“天下城步”
——城步苗族自治县成立 60 周年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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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茄、萝卜等为主的高山蔬菜产业可以
说是城步人民“大山里的钱罐子”。

▲好山好草原，奶业是城步县重要产业之一。▲城步南山的风力发电设备。供图：城步县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