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跨湖北、湖南、江

西三省，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巩固“两横三纵”城镇化战

略格局的重点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近日《长江中

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的正

式印发，为“十四五”时期长江中游城市

群的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实现路径。

自 2015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

划》批复以来，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

市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不断提升，城市

群空间格局逐步优化。据统计，2020 年

长江中游城市群常住人口超过 1.3 亿，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约 9.4 万亿元，约占全国

的 9.3%。总体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具备了实现更高水平协同发展、发挥更

大支撑带动作用的基础。

同时，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也

面临一系列问题亟需破解。比如，城市群

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具备竞

争力的产业偏少，营商环境有待提升优

化，全方位开放格局尚未全面形成等。此

外，长江污染治理的基础还不牢固，长江

中游城市群绿色低碳转型任务繁重。

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要准确把握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的

原则要求，坚持优势互补、协同联动、共

建共享。长江中游城市群山水相连、人

文相亲，具备进一步加强合作发展的潜

力。要牢牢树立“一盘棋”思想，充分发

挥三地优势，注重取长补短，加强分工合

作，推动基础设施、产业、市场等领域合

作不断深化，不断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要坚持创新引领、绿色发展，不断增强区

域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江中游城市群拥有较为丰富的创新资源，

改革发展的基础较好，只要坚持创新引领，增强改革的力度和深

度，持续推动高水平开放，不断破除影响改革推进的机制体制阻

碍，就一定能构建起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在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过程中，要把安全发展贯穿于

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基础上，深入践行生

态文明理念，不断探索一条人与自然

和 谐 共 生 、绿 色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新路径。

2022年 3月 26日 星期六6 关 注

长 江 中 游 城 市

群包括湖南、湖北、

江 西 三 省 共 31 个

市，总体定位为长江

经济带发展和中部

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城市群。

湘鄂赣三省同饮一江水。“加快长江中游城

市群建设是一荣俱荣。”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朱翔说，各地区相互联系、共同发展，打造

支柱产业，共同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平台发展

壮大，抬升整个中部的发展层次。

都市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湖南将

进一步提升长沙、株洲、湘潭同城化质量，加快建

设长株潭都市圈，建立健全省级统筹、中心城市

牵头、周边城市协同的都市圈同城化推进机制。

近年来，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打破“一亩三

分地”思维，携手实施一系列“融城”发展战略。

2021 年发布的《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五年行动计

划（2021—2025 年）》进一步明确，未来 5 年将在

规划同图、设施同网、三市同城、市场同治、产业

同兴、生态同建、创新同为、开放同步、平台同体、

服务同享的“十同”上下功夫。“从城市群到都市

圈，将极大盘活区域经济。”湖南省社科院区域经

济研究专家童中贤认为，国家顶层设计为湖南发

挥区位优势、比较优势创造了难得机遇，长株潭

都市圈坐标更加清晰，引领作用将得到强化。

装备制造业是湖南万亿元产业之一。《长江

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提出建设重

要先进制造业基地、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

创新高地、构筑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创建绿

色发展先行区、培育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湖南将

巩固提升高端工程机械、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中小

航空发动机及航空航天装备、新能源电力装备、新

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五大优势技术装备，做优做

强环保技术装备、智能制造装备、智能化农机技术

装备、智能矿山技术装备和特种技术装备五大新

兴技术装备，力争到 2025 年，装备制造业规模企

业营业收入达到2万亿元，年均增长8.3%。

另据了解，湖南将制定出台贯彻落实方案，

进一步细化分工、明确职责、强化联动，确保

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正式印发——

同饮一江水 共谋发展路

特色为先 发挥比较优势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近日，

国 家 发 改

委印发《长

江 中 游 城

市 群 发 展

“十四五”实施方案》。国务院关于《实施

方案》的批复中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协同联动、共建共享。江

西省通过对标战略合作的“高度”、拓展融合共

进的“深度”、增强对外开放的“频度”、健全区域

发展的“梯度”、提升为民服务的“热度”，积极融

入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健全区域发展的“梯度”，深入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是江西贯彻落实《实施方案》的重点。

江西提出，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推进南昌

“一枢纽四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和区域科创中

心、金融中心、先进制造业与高品质服务业集

聚发展中心）建设，完善先进制造研发、科技创

新驱动、全球贸易服务、文化和商业品牌塑造

等方面的功能。与此同时，高标准建设赣江新

区，加快推动高端创新资源、战略性新兴产业

向新区集聚，将赣江新区打造成为全省改革发

展的核心增长极和强大新引擎；支持九江高标

准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和万亿临港

产业带；支持上饶“两光一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持续推动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出

台支持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的政策措

施。围绕提升为民服务的“热度”，江西将坚持

共享发展理念，推动实现更多公共服务红利跨

省共享，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

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实施方案》还明确，深化改革全面开放，

共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此，江西提出，

将加快建设开放通道，深入实施发展和改革双

“一号工程”，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推动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方位高水

平开放。

“目前，我们正会同湖北、湖南两省研究贯

彻《实施方案》的任务和责任清单，在基础设

施、产业科技、生态环境等领域细化任务举措，

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实施责任，加快推动落

实。”江西省发改委地区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共享为本 力促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工 作 在 湖 北

黄 冈 、生 活 在 武

汉，湖北华舜精冲

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董炳健跨城

通勤已有一年多。2020 年，董炳健将公司

从武汉光谷搬迁到同在武汉城市圈的黄

冈市。搬迁后，不仅他的生活成本下降了，

企业用地、厂房建设等成本也降低了。董

炳健说，公司未来将在武汉设立研发机

构，走“研发在武汉，制造在黄冈”的路线。

近年来，湖北充分发挥武汉和武汉

“1+8”城市圈对全省发展的引领带动辐射

作用，推动“襄十随神”“宜荆荆恩”两翼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积极探索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

量发展路径。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

四五”实施方案》的落地，越来越多的当地群众

将感受到这份获得感。

“《实施方案》提出，要形成省级统筹、中心

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协同的同城化推进机制，

这与武汉城市圈的同城化机制非常相近。”湖

北省武汉城市圈研究会会长、武汉市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李春洋说，《实施方案》中的一些具体

措施，如建设省域区域中心城市、完善综合交

通体系、产业协同发展等，已在武汉城市圈

推行。

为做大做强武汉城市圈，相关举措接续出

台。2021 年 6 月，武汉城市圈九城同步开设

“武汉城市圈通办综合窗口”，公积金提取、医

保异地就医备案等 100 多项政务服务事项都

可“跨市通办”，省时又省心。今年 2 月底，武

汉长江新区正式成立，成为湖北深入实施区域

发展布局的重要“棋眼”。

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关键在协

同。“《实施方案》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提

出更高要求和目标。”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

究院执行院长秦尊文表示，在新发展格局下，

长江中游城市群需要通过协同发展、科学分

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实施方案》发布前，湖北、湖南、江西三

省就频频互动。2021 年 5 月，长江中游三省常

务副省长联席会议在武汉举行。当年 7 月，

3 省在武汉共同签署《长江中游城市群医疗保

障部门省际协商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医保

协同联动机制。两个月后，长江中游三省协同

推动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武汉举行，审议通过

《深化协同发展加快绿色崛起——长江中游三

省战略合作总体构想》，审议并签署了《长江中

游三省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等 6 个

合作文件，揭牌“推进长江中游三省协同发展

联合办公室”。今年，湖北将持续深化与兄弟

省份交流合作，拓展深化座谈会成果，落实

“1+N”合作协议，推动长江中游三省协同发展

取得更大成效。

协同为要 整合各方资源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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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工作人员在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的中车株机城轨事业部总成车间

工作。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图②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泗溪镇官桥村，电力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架

设南昌至长沙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 陈旗海摄（中经视觉）

图③ 湖北省武汉市二七长江大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