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在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
作报告。报告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
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攀西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
富集区，钛储量世界第一，钒储量世界
第三。就攀枝花来说，目前已形成了从
钛原料到钛制品的完整产业链，是国内
最大的钛矿供应基地和全球最大的钒
钛制品生产基地。

全国政协委员、钒钛资源综合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副主任、攀钢研
究院一级专家孙朝晖建议，目前，攀枝
花红格南矿区已具备开发利用条件，应
加快红格南矿区的开发利用，将红格南
矿区调整为“国家规划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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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朝晖建议，应加快
红格南矿区的开发利用，
将红格南矿区调整为“国
家规划矿区”。

全国政协委员孙朝晖：

建议加快攀枝花红格南矿区开发利用
将其调整为“国家规划矿区”

委 员 在 这 里

现状：
开发红格南矿区是现实需求

孙朝晖介绍说，目前，攀西地区的钒
钛磁铁矿包括四大矿点，分别是位于攀
枝花境内的攀枝花矿区、红格矿区、白马
矿区和位于西昌境内的太和矿区。其
中，红格矿区中，南矿区尚未开发。

孙朝晖表示，虽然攀枝花矿藏资源
富集，但仍面临开发更多矿区的现实需
求。例如，位于攀枝花市区近郊的攀枝

花矿区，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露天铁
矿，经过 50 多年的开采后，应当尽快启
动接替矿山建设。

作为我国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领域的
著名专家，近年来，孙朝晖一直在呼吁加
快攀枝花红格南矿区的开发利用。

孙朝晖说，开发红格南矿区，一方面
可以促进矿石资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强化国内矿产资源的基础保障能力。

同时，开发红格南矿区，也是满足国
家高端金属材料需求、推动攀西国家级

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的需要。

建议：
条件已成熟可加快开发利用

孙朝晖介绍说，目前，攀钢通过规模
化、高效化、清洁化综合利用红格矿中的
钒、钛、铬、铁等元素为目标，在国家、四
川省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联合科
研院所，开展了全方位科技攻关，重点开
展矿山采选技术、冶金分离技术、钒铬共
提技术、高钛型高炉渣提钛、攀西钛资源
制备高品质海绵钛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等研究工作，形成了红格南矿综合利用
成套产业化技术。

2020年12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组
织由5位院士领衔的11名专家组成评价
委员会，对攀钢牵头的《红格南矿资源综
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进行了评
价。专家认为，这项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了我国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体系，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为
红格南矿开发利用提供成熟产业化技术
支撑。全面推广应用后，可实现红格南矿
中铁、钒、钛、铬资源的低成本高效利用，
建议尽快启动红格南矿资源开发利用。

孙朝晖建议，红格南矿区开发利用
符合国家战略，对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
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目前，开发红格南矿区条件已经成
熟，建议尽快启动红格南矿区的开发，在
自然资源部组织编制的《全国矿产资源
规划（2021～2025）》中，将红格南矿区
调整为“国家规划矿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湘东肖洋

“今年我的提案还是体育方面的，希
望在体教融合的大环境下，行业协会能
发挥专业的作用。”3月4日，全国政协十
三届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全国
政协委员、四川体育职业学院体操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邹凯列席了当天的会议。
在出发前往北京之际，邹凯接受了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的采访，他透露自己今
年的提案依然是“专业人做专业事”。

“现在是行业协会脱钩的初期，我认
为整个行业协会在专业性和社会性上能
够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通过体育进校
园、体教融合，帮助下一代年轻人，做更
专业的体育辅导和指导。”邹凯透露，今
年的提案是关于体教融合和行业协会脱
钩，虽然细节上还需要完善，但框架和思
路很明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去年，邹凯的提案是让顶尖的人才留在
国家队的队伍中，今年，他的思路拓宽了
一些。“就像去年的提案一样，让更多的
体育专业人才不管是留在体制内还是行
业协会内，都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为下
一代身体健康作出贡献。”

邹凯透露，促使自己提案背景是去
年2020年8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和教
育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作为一个体育人，如何把这个意

见做细做实，成为邹凯关注的重点。“意
见中提出，开展校园赛事和建立‘一校一
品’‘一校多品’等学校体育模式。希望
我们去关注和呼吁，能够把这些政策更
快落地，让整个行业协会能够帮助体教
融合，让专业行业协会发挥他们的专业
指导能力。”

作为四川体育职业学院体操运动管
理中心主任，邹凯还担任着四川省体操
协会秘书长的职务，可以说他是整个四
川体操的掌舵人。去年，邹凯去了不少
学校走访和调研，除了体操之外，他也和
其他行业协会有所沟通，“应该说现阶
段，足球篮球进校园的比较多，但是从各
方面了解来说的话，还是在一个试水的
阶段，所以希望更多的行业协会能够有
这样的机会，能跟学校合作，在体育和教

育的各方面擦出火花，让更多体育相关
的人能够去做专业的事。”具体来说，这
个提案可以落实成为“协会的一些教练
员和裁判员，能够输出到学校去做一些
指导，甚至参与到教学中。”

2021年可谓是体育大年。除了东京
奥运会、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成都还将
迎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作为中国第一
个奥运五金王，如今的体育氛围和体育
大环境让邹凯感到很高兴，“现在的体育
氛围浓厚，我觉得这是国家对体育的重
视，也是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综合实
力。这些重大赛事的举办，也会让更多
的老百姓从中受益，让更多的老百姓能
够参与体育运动，从体育运动中得到健
康，也得到快乐。”

2 月举行了川渝体育深化融合发展
推进会，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大环
境下，邹凯认为这对体育发展有一个很
好的促进，“在这样的一个大战略下，四
川体育会有一个更快的发展，形成合力
追赶体育强省。”邹凯回忆道，川渝两地体
育有优良的合作传统，“我们省上很多优
秀的教练员，也是以前重庆过来的，如
果成渝双城能够继续发力的话，相信体
操发展会加速，而且能够形成一个良性
的循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汤晨

全国政协委员、
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

以“产业园区对口支援”方式
推动中西部发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
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春秋
航空董事长王煜将目光聚焦到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上。他表示，目前
中西部地区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
的薄弱地区。下一阶段巩固脱贫
成果的工作重心应继续从输血向
造血转变，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产
业发展。

“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
地区梯度转移，引导民营企业家加
大在中西部地区投资，是加快中西
部地区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王
煜表示，建设产业园区是东部改革
开放 40 年发展的成功经验，实践
证明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
内营造一个适宜企业发展的营商
环境，有利于高效带动整个地区的
产业经济发展。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219家
国家级经开区和 156 家国家级高
新区，2017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8.62万亿元，合计占全国GDP比
重达到 22.51%，2012 年到 2017
年，我国国家级产业园区 GDP 平
均增速为 13.43%，远高于我国同
期GDP7.23%的增速。

“因此，如果我们将东部地区
的一些成功产业园区在中西部地
区复制，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利于企
业发展的营商环境和产业链，将缓
解企业家投资的顾虑，也有利于东
部地区解决土地资源紧缺、劳动力
成本不断升高、产业梯度转移等问
题。”王煜说。

他认为，东部地区以产业园
区为帮扶载体，“对口支援”中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是可行的思路。
他建议可继续沿袭脱贫攻坚中东
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对口支援的
组织模式，建立以产业对口支援
为目标的帮扶关系。同时，东部
地区各级政府可积极组织有关产
业园区到中西部地区异地发展，
整体复制东部产业园区成熟的营
商环境、招商政策、管理经验，在
中西部地区快速形成成熟的“营
商小气候”。以产业园区为载体，
用市场化的手段吸引更多民营企
业赴中西部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全国政协委员邹凯：

体教融合让更多专业的人进校园做专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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