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祖国西南边陲， 有一座鲜为人知的
小城———东川。 它是昆明市所辖六区中的
一个远效区，距昆明150公里。

历史上的东川境内有色金属资源丰

富，铜资源的贮藏量为全国之首，素有“天
南铜都”之美誉 。从西汉至清代 ，70%的铜
原料都来自东川， 这里的铜也因此被誉为
“京铜”。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川的铜金属为
国家的国防和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献， 且铜金属产业一直是东川首当其冲的
支柱产业，然而，从1999年开始，东川铜金
属资源却逐渐枯竭。

如何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成了摆在
东川区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经过大
量调研，东川把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并
将旅游资源归纳为“铜、石、江、山、地”五个
板块。

奇特的旅游资源

作为一个体验式特种旅游地， 东川的
旅游资源十分奇特：

金沙江、小江、以礼河“三江汇流”处格
勒，海拔695米，是东川也是全昆明市的最
低海拔点，在这里云南、四川、东川、会泽、
巧家、会东“两省三县一区”一衣带水、紧密
相连；昆明市最高海拔点轿子山、昆明唯一
原始森林大场、彝族“六祖分支”发祥地炭
房、最低海拔点小河口、磅礴乌蒙之巅、中
国最好的滑翔伞运动训练基地牯牛山、云
南高原第一峰雪火岭，还有南诏五岳之首、
第四纪冰川运动的遗址、天然植物基因库、
云南登山探险家的摇篮轿子山，以及“灵裕
九寰”之天南铜都、继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
后的又一文明古道“铜运古道”、“大地刺绣
的精品、农耕文化的杰作”和 “地画 ”红土
地、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越野公园、世界自
然泥石流博物馆、世界唯一天然、永不重复
的越野赛道，亚洲最大黄金蕴藏地等等，所
有这些独特的旅游资源， 通过整合用一根
红线把这些璀璨的明珠连接起来， 即可形
成“铜、石、江、山、地”独具东川特色的旅游
产品。

东川地质构造复杂、地质活动频繁，故
盛产奇石。东川奇石种类丰富，被海内外赏
石界认可的奇石种类有十余种之多。 东川
达朵石，上有山水花草等神奇图案，是云南
奇石中的佼佼者；东川的彩云石，其上仿佛
有片片彩云飘浮于天际，是七彩云南之“石
王”；东川所独有的铁胆石，由于其特有的
金属亮色、 硫化铁结晶的多样性及晶体构
成纹理图案的丰富性而举世瞩目， 是奇石
中的一朵奇葩。

金沙江及其一级支流小江和普渡河，
是东川的三大河流。 金沙江水中因含金沙
而得名，大江两岸层峦叠嶂，畅游其中令人
有“两岸猿声啼不住，青舟已过万重山”之
感。 东川因大小河流容易爆发泥石流而被
称为世界泥石流自然博物馆。 东川变废为
宝，在小江泥石流河滩上举办汽车越野赛，
是举世瞩目的惊人壮举。 连续9年的打拼，

已经使东川泥石流车赛上升为国际赛事，车
赛极大地带动了东川的旅游。

东川的山高大威猛、雄奇险峻。其中乌蒙
之巅牯牛山和古滇东岳轿子山， 是科考、探
险、攀岩、摄影、绘画的首选 。轿子山最高峰
4223米，是第四纪冰川运动的遗址，是天然的
植物基因库； 牯牛山高峰矗立， 常有云气笼
罩，每当天晴日朗，苍翠欲滴，四五百里外皆
见之。牯牛山属乌蒙山系，山脉蜿蜒峻峭。建
于牯山之上的道观，是全球最高海拔的道观。
牯牛山还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最好的滑翔伞

运动基地。
红土地旅游景区地处高原山区， 因土为

酸性，富含铁、镁等元素而呈红色。红色的土
地点缀着多彩的作物， 从而也造就了多姿多
彩、变换万千的红土地景观，被誉为“大地刺
绣的精品， 农耕文化的杰作” 和 “地画”。在
2012年举办的首届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论坛
上， 红土地镇荣膺了 “中国十佳最美风情小
镇”称号。

泥石流越野赛：勇敢者的游戏
2004年， 东川区在金沙江一级支流小江

河谷里举办了泥石流汽车越野赛， 吸引了众
多的车手和观众云集东川。 通过8年的努力，
东川泥石流越野赛已成长为全国顶级越野赛

事，中国汽车联合会授予东川“中国泥石流汽
车越野赛道”、“2007年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
特别贡献奖”、“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越野公
园”称号及“2008年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特别
贡献奖”；2012年正式命名为 “中国东川泥石
流国际汽车越野赛”。

这一充满野趣和勇气的大赛， 是一项勇
敢者的游戏，让车手有智有勇、智勇双全的个
性无限张扬。 同时， 车赛赛的也是车辆的品
质，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车辆云集在一起，各
显神通，彰显品牌实力，给车手带来驾驭的乐
趣。惊险刺激的车赛其乐无穷，车手不仅从中
可以体验到无限的快感， 观众也感受到视觉
快乐。 车赛是一项观赏性极高的体育活动。风
驰电掣的竞速、飞溅的水花、滚滚的尘土、勇敢
的飞腾、潇洒的飘逸，无一不吸引观众的眼球。

“城市转型，车赛开道”，如今，车赛已经
成为东川旅游最强大的旅游品牌。

东川泥石流车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汽车

越野运动的开展。东川泥石流河谷，集热带雨

林、沙漠、河谷、沼泽、山地等多特点为一体，
被称具有唯一性和天然性的、 永不重复的赛
道。 东川也因此被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授予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越野公园”。

值得一提的是， 泥石流汽车越野赛拉动
了汽车 、酒店 、餐馆 、汽修 、会展等产业的发
展，目前，东川全年游客总量由2004年的10万
人次，增长到了近50万人次，全年旅游经济收
入由5000万元增长到了1.5亿元，东川酒店的
总床位由第一届车赛时的800个，增加到现在
的5000个， 年度游客总数和旅游经济收入分
别以10%和12%的总数上升，正所谓“城市转
型，车赛开道”。

推进特色旅游项目产业化发展

目前，东川区正在多措并举，借建设“进
川入渝的北大门”、“转型发展的新铜都”、“生
态修复的示范区”和把昆明建设成世界知名
旅游城市之机 ，加强旅游建设 ，培植旅游产
业， 把东川建设成为体验式特色旅游强区，
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 推进重大旅游产业项
目，培育优势项目企业 ，发展特种旅游和赛
事旅游， 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综合实力和市场

竞争力。将旅游产业培育成东川新的经济增长
点和新兴的支柱产业；把东川打造成为“国际
知名，全国一流”的体验式特种旅游目的地。

为打造 “铜、石 、江、山 、地 ”文化旅游品
牌， 东川把特种旅游和赛事旅游作为先导和
主导产品，把东川打造成为“国际知名，全国
一流”体验式特种旅游目的地为突破口，依托
滇中城市群自驾人群发展乡村旅游为辅助，
以特种体验旅游吸引海内外爱好者群体，以
康体休闲体验重点拓展区外省内自驾游群

体。走大项目推动、骨干企业牵动、大品牌驱
动、大开发促动的发展思路，规划一批彰显特
色、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项目，持续推
进，形成产业。

近年来，东川深化了国际赛车节系列赛事，
延伸产业链，以车赛为龙头，开发越野摩托车、
山地自行车、登山、定向越野、自驾车山地穿越
和桥牌等特种体育赛事项目。

同时，东川还打造了红土地摄影月，启动
云南国际赛车城、乡村旅游、铜文化博物馆、
温泉项目建设，做好乌龙旅游生态小镇、格勒
红色旅游小镇、牯牛山旅游开发等规划；远期
目标还将继续推进云南东川国家矿山公园、

泥石流国家地质公园等项目，提升和打造
太阳谷彝鼓神寨旅游项目、牯牛山旅游开
发项目、野牛高山牧场运动基地、 坝塘都
市后花园休闲旅游项目 、 储备格勒库区
红色旅游小镇项目。

在此规划下， 东川预计用5年的努力，
基本形成旅游服务体系， 旅游市场机制更
富有活力， 旅游企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初步形成布局合理、 管理有序 、 特色浓
郁、 效益显著的旅游产业体系：

以汽车越野赛这一龙头赛事， 带动自
行车赛 、 摩托车赛的发展 ， 促进汽车展
销、 汽车修理改装、 赛车培训、 赛车体验
等产业链的延伸。 不断增加赛事亮点， 在
赛事中逐步提升汽车文化内涵， 拓展车
展、 汽车营销、 新车发布、 车技表演、 越
野车友俱乐部集会、 赛车手培训等活动。
同时， 通过汽车露营大会这一龙头， 带动
汽车自驾旅游的发展。 通过汽车露营大会
的举办， 结合泥石流汽车越野赛相关活动
的开展， 启动自驾旅游营地建设。 合理设
计自驾旅游路线， 使游客通过自驾， 既能
观赏风光， 又能寻访文化； 既能登山， 又
能科考； 既能摄影， 又能绘画。 把东川打
造成为 “车轮上的城市”；

以红土地摄影月这一龙头， 带动摄影
旅游的发展。 摄影是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东川正在不断充实和完善红土地摄
影节内容， 不断拓宽摄影题材， 扩大活动
范围， 拉长活动周期， 使摄影旅游活动常
态化。 通过不同主题， 不同群体的摄影活
动， 把东川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展示出
来， 以此带动整个旅游的发展；

以登山这一龙头， 带动户外运动旅游
的发展。东川经过多次协办全市登山活动，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 东川将在协
办全市登山活动的同时，组织“沿着探险家
走过的路”、“七七鹊桥会”、 “征服第一
峰”、 “我和巅峰有个约会” 等不同主题、
不同对象的登山活动， 使登山活动常态
化。 通过登山活动， 推动定向越野活动、
生存活动、 探险活动、 滑翔活动等特种旅
游活动的开展。

以“开花洋芋节”这一龙头，带动其他
节庆活动的开展，逐步做强这一品牌，并在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办好“金水
美食节”、“小江西瓜节”、“民族歌舞节”、“布依
族丰收节”，并开发其他节庆活动，年年有大
节，季季有中节，月月有小节，节庆不断。

为引导各种资金持续向旅游发展方面

聚集。 政府每年按地方财政收入的3%比
例提取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旅游规
划、 宣传、 基础设施、 招商、 奖补。 完善
旅游公路、 游客休息站、 旅游标识标牌、
旅游厕所、 观景摄影亭台、 停车场、 自驾
旅游营地等设施建设， 使旅游发展有坚实
的基础保障。

东川的昨天 ， 沧桑悲壮 ； 东川的今
天， 朝霞满天， 东川的明天， 阳光灿烂。

（陈文高文并摄）

城市转型 车赛开道

东川 车轮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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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权”
本报记者 原春琳

今天下午，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最后一场小组讨论中， 经济37组的委
员不约而同地把话题指向了政府职能的

转变上。
全国政协委员、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傅

育宁感慨最深的是，香港的政府审批真强。
他在香港工作十几年， 没有一次需要去找
政府。你办个公司，可以。只要法律没有说
no，随便办。哪怕你花10元注册一个公司，
第二天关门， 只要你交税了， 政府就不管
你。唯一需要找政府是交税。

反过来倒是香港特首偶尔会有事找他

们：我们要干一件事情，你们有什么意见？
回到内地做事，他还有些不习惯：求得

多，管得多，办事难。幸运的是，顶着大国企
的牌子，招商局办事还算是顺利。

与其相比，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华联锌
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政江就没那么“顺
利”了。就拿企业最常遇到的验资问题为例，
让他最痛苦的是工商局一个普通办事员，都

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去指定的银行存

款，去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
“一个正规的合法企业， 账户多了不

好管理，不愿意开那么多账户。”蒋政江说，
“这分明是刁难企业。”

文件上的要求未必能落到实处。 以前
的文件规定不要企业的可行性报告， 但是
根据全国政协委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专家张小济的调查， 发改委还要求企业自
己找中介机构做可行性研究报告。 按照程
序，不管是审批、核准还是备案，银行一向
是看到政府的公章，才能放贷款。在实际执
行中，企业过不了这一关。

所以， 他对此次报告中提出的 “最大
限度地减少” 审批权有点儿担心。 “什么
是最大限度， 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到底
要怎么履行职能， 这给政府留了很大的裁
量余地。” 他说。

“这次改革就是把该由市场主体管的
事情归于市场，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归于政
府。”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局长周伯华说。

这次的改革并非无的放矢。 他以工商
登记为例， 说明改革是在已有试点基础上
进行的。以往，北京人到深圳去办公司，必
须拿着北京与深圳两地的证明，现在，只要
有身份证，就可以发营业执照。这项新政已
经在深圳、 珠海等地试行一年了。“降低创
业成本，简化创业手续。”他说。

更重要的是，过去，公司与项目之间存
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周伯华举例，
过去卖药，开一个门市部要办执照，要先去
相关部门申请，证明你是卖药的。但是人家
会问，你公司都没有，怎么证明你卖药？一
些人不得不去找市长或区长签字， 同意卖
药，才可以办理营业执照。

“这次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请吃饭
请招待的问题。 现在再也不用蛋请鸡吃饭
了。”周伯华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
华看来， 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减少行政
审批权。“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只有减少
了，市场的基础作用才能相应地发挥。”

实际上， 这些年行政审批权也减了近

70%， 但是剩下的这些可能是难度比较大
的， 需要攻坚的。 “必须有一系列细化的
措施跟上。” 比如， 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
认定， 也有前提， 到底排除什么情况， 必
须有明确规定。 如果不写清楚， 谁都有可
能搭车。

而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钟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

个数字：尽管这几年行政审批权少了很多，
但是数字并能说明问题。 我们并没有列出
来是哪些东西少了。减少的审批权，可能是
没有关系、甚至早就作废了的。关键是现在
还有哪些审批权？ 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好
的改革。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铁路法院前景如何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记者庄庆鸿 ）

过去五年 ， 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
165787件、 218639人。 而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王胜俊说审结贪污贿赂 、 渎职犯罪案
件 13.8万件 。 有不少网民计算后质疑 ：
“其中为何有2.7万余件职务犯罪未被认
定？”

“不能单纯用减法看待这2.7万件职
务犯罪。 这个差距是正常的。” 全国人大
代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苏泽林对中国
青年报记者说。

他解释这是因为统计立案、 结案的口
径不一样。 “职务犯罪案件至少要3个月
时间， 涉及刑事的案件至少要6个月， 因
此时间差造成了数量上有差距。”

铁路运输法院， 原本是国家设在铁路
运输部门的审判机关。 对于铁道部被撤并
后 “铁路法院何去何从” 的问题， 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苏泽林表示， 铁路法院的基
本去向是并入各地法院， 人员实现了公务
员管理， “总体运行良好”。

苏泽林坦言， 目前的问题主要有： 经
费保障和案件衔接。

一是经费保障存在问题 。 原本 ， 铁
路法院是由中央财政负担 。 改革后 ， 基
层铁路法院的经费由省里财政负担， 不享
受中央转移支付， 因此还存在一定困难。

二是各地铁路法院尚未调整好职能。
“原本只要管铁路线上发生的经济纠纷 、
刑事案件等， 划到地方以后职能一直不清
晰。 不少案件的衔接上会出现具体问题，
有待进一步调整。”

委员建议抢救性保护莒文化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记者王晶晶）今年

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所研究员宋镇豪带来一份提案，呼吁抢救性
保护、研究中华文明发展标示“莒文化”。

“山东莒县等地，地上地下有众多的中
华古文明遗址、遗迹与遗物，有的已濒临破
坏与消失。”宋镇豪说，位于山东省东南部
的莒县附近，曾经发现了众多史前城址，拥
有薄如蛋壳的龙山文化黑陶器、 古国古族
青铜器、汉魏画像石等文物，是中华文化发
展史文脉的标示。此外，中国首部体系完备
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生于
此地。在他看来，莒文化的文化价值和历史
影响应该不亚于齐文化、鲁文化，然而由于
莒文化所在地为东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长
期受到冷落和忽视。

对此，宋镇豪建议，应该重视以莒文化
为代表的东方地区中华古文明， 设立相关
研究项目， 筹建东夷文明与莒文化研究中
心，全面推动莒文化的科学保护、研究、开
发与利用。

新委员大胆说，别害怕
本报记者 王晶晶 王亦君

2月初，北京工业大学激光工程研究院
教授王璞特地找了一趟院里的老教授左铁

钏。这一次，他要请教的不是学术问题，而
是“政协委员应该怎么当”。

王璞刚刚当选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是3年前入选“千人计划”的归国学者。左铁
钏则做过1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 她对这个
新委员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要说真话，不
要说假话。”

在2237名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崭
新的面孔有1080个，接近一半。如今，这些
人变成了学生，在这堂生动的“政治课”里，
学习如何参政议政，如何监督政府。

对于王璞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研究
课题”。小组讨论现场，这位博士生导师坐
得笔直，不停地做笔记。

“我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是对归国留
学人员的支持。我觉得很光荣，但不觉得荣
耀，而是感到责任。”王璞说。接受记者采访
时，他说自己暂时还没有提交提案，因为觉
得“不仅仅要说真话，还要说有用的话”。

“我要慎重，不能跟风，要发有分量的
言。”他谨慎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这些新委员还在慢慢适应身份的变

化。他们要习惯待在聚光灯下，要学会关注

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并发表看法。一位女委
员在全国政协开幕那天， 被记者拦在人民
大会堂东门外询问对“糯康死刑直播”怎么
看，紧张得一路跑进大会堂。小组讨论中，有
的新委员要么不发言，要么一发言就说“我
这次是来学习的……”“我非常拥护……”
“我很支持某某领导的说法……”

“一看就是新委员， 一开口就喜欢表
态。”某界别小组讨论时，一个老委员对坐
在旁边的人说。

在全国政协对新委员培训中， 一位领
导将这种心理总结为“恐慌”。“其实是一种
能力上的恐慌”， 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南
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张凤阳说。“现在
媒体这么发达， 人们对代表委员期待值很
高，都在看你到底能不能扮演好这个角色。
所以压力很大。”他说。

第一天的小组讨论， 张凤阳就要求发
言。 他指着政协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说：
“人民团体怎么只有26件提案？归到政协的
人民团体至少有7个，5年26个提案，也就是
说有的人民团体从来没有过提案？”

“我不愿意表态， 我只是想说真正的
‘学习体会’。”他说。每天晚上，张凤阳还写
工作日志， 记录白天小组讨论时观察到的
内容， 比如其他委员怎么发言。 这次， 他
带来的提案是关注公民应急教育。 “提案

不是作业， 而是实质性的思考， 思考国家
治理当中的一些问题。” 他说。

张凤阳记得新委员培训时， 一位老委
员告诉他们， 写提案不仅要发挥专业特
长， 也要超出专业领域看问题， 要严谨，
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文字还得通
顺， 因为提案是给政府官员看的， 得让他
们看得明白、 感兴趣。

“怎么写好提案， 实际上就是政协委
员怎样履职， 你去触碰什么样的问题、 你
怎样去调查研究、 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连任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十一届全国政
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说。

3月1日， 邵鸿参与了在全国政协礼堂
对新委员的培训 ,他把很多常识又讲了一
遍， 比如提案不一定只有每年开大会那几
天提， 一年365天都可以提； 信息、 提案、
调研报告这些形式可以综合利用， 写提案
之前要有深入的调查研究， 还有政协提案
工作条例规定有12种提案不予会立案， 比
如太空洞、 没有具体建议的提案， 或者是
为个人或产品做宣传的提案。

这些常识，也是邵鸿当了10年全国政协
委员慢慢摸出门道的，此前他也和台下这些
新委员一样，对这些规定并不熟悉。“如果我
刚做政协委员就有人告诉我，就会少走很多
弯路，所以我要把这些告诉大家。”

委员呼吁法院办案摆脱地方干预
本报记者 王晶晶

今天下午的社科界别小组讨论上，全
国政协委员、 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杨胜群讲了件让他颇为困扰的事。 老家亲
戚打官司时， 经常向他求助， 想让他帮忙
“打个招呼”，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不打招呼，
即使自己在理，判决结果也很难说。

“现在有些老百姓不太相信法治能解
决问题， 不太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在他们利
益受到侵害时提供法律保护， 总是怀疑法
庭会偏袒一方。 这种心理让法律的公信力
受到挑战。”杨胜群说。

在座的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教授曹义孙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特约监

督员。 对于杨胜群的困扰， 他曾经专门进
行过调研。 他总结： “最明显的因素是一
些司法机关徇私舞弊、 贪赃枉法； 还有的
法官业务素质差， 因为能力问题判错案；
再有一个， 法院人员紧张， 有的法官一天

判3个案子， 来不及进行推敲， 也会造成
不公正。 其实很多法官也很无奈， 他们也
想公正判断， 但是最后有领导协调一下，
你也没办法。 为了获得原本就属于自己的
正义， 人们只能去找关系， 最后影响了司
法机关的公信力。”

同组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

商华说：“基层法官确实很辛苦， 不加班都
不正常。法官流失很严重，很多法官转行去
当律师，因为律师挣得比我们多好几倍。都
说司法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可是法院的经费由同级财政保障， 确实难
以克服地方干预。‘你要听话， 如果你不听
话，我就可以不给你保障。’”

谢商华委员分管了7年行政审判， 她说
独立公正审判的难度太大了。“如果判政府
败诉，我这笔钱就拿不到了。到时你把经费
报告打上去，人家根本就不研究，就放在那。
那么，你敢判他败诉吗？”她说完，房间里的
其他人会意地笑了。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3月10日， 人民大会堂， 一名列席人大会议的法官正在向记者解读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陈 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