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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Xian’an District, as the seat of the Xiann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Hubei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Wuhan urban circle, which is the main node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three belts refer to the key implementation areas of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velopment Belt, the Hanshi Development Belt, and the Xiangjingyi Development Belt, and the counties and 
districts with good foundation and greater potential in the Eastern Hubei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Zone, but 
also	face	problems	such	as	more	shortcoming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level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eak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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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咸安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陈成

湖北省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区分局，中国·湖北 咸宁 437000

摘　要

随着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国家战略持续实施，咸安区作为湖北省咸宁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身处武汉
城市圈，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主要节点，湖北省“三圈三带”（三圈指武汉、襄阳、宜昌三个都市圈。三带指沿江发
展带、汉十发展带、襄荆宜发展带）战略布局的重点实施区域，是鄂东转型发展示范区中基础较好，潜力较大的县区，同
时也面临生态环境短板较多、工业企业发展水平不足、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特色产业开发力度不够等问题，必须立足
自身实际，发挥优势特色，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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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

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

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高质量发展可以理解

为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驱动发

展、经济结构优化、民生福祉增进等成就为基础，坚持党对

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等方面为重点工作，进一步破

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咸安区现辖十四个乡镇、场、街道和一个省级经济开

发区，国土面积 1503km2，总人口 65 万。是中国桂花、楠竹、

茶叶、苎麻、温泉之乡。主要产业有汽车零配件、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等；特色优势产业有砖茶、苎麻纺织、文旅康养等。

近几年，咸安区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全面有序推进，经济发展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创新动能加速集聚，生态优势持续巩

固，就业增收、医疗教育、养老托育等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粮食安全和能源保障进一步夯实，咸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

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但是，咸安区

森林面积占林地面积的比重还比较低，森林蓄积量达不到全

省平均水平，城市雨污分流、截污纳管不彻底，斧头湖和西

凉湖湖泊生态系统不稳定。臭氧、扬尘等空气质量监管有短

板，环境空气优良率达不到省定考核目标。生物医药和电子

信息等科创基础较好的产业尚未壮大，新材料和汽车零部件

制造等新兴战略产业缺乏科技创新支撑。农业门类多、规模

小，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后疫情时代市民消费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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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守，吃穿用等服务行业整体下滑，房产市场低迷，家电、

纺织、五金、建材等下游行业不景气。茶叶、桂花精深加工

不足，产品附加值不高；生物医药、保健品、健康食品等产

品技术含量不高，高端服务产品较少；温泉旅游产品单一，

创新发展后劲不足；城镇建设与嫦娥文化、桂月文化等优秀

传统文化结合不足，“中国桂花城”主题不突出。

综合分析咸安区存在的短板和弱项，结合咸安实际，

最终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以打造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为统领，用好共同缔造理念和方法，加快打造“中国桂花

城、华中康养区”。

2 推进流域综合治理，提升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品质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注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

和谐问题 [3]。咸安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重点实施淦河、高

桥河和汀泗河骨干河流综合治理，推进斧头湖、西凉湖综合

整治工程、北洪港等主要支流综合治理，推动重点水源工程

建设。落实河湖长制，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深入实施

长江“十年禁渔”。深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进化肥、农

药持续减量增效，规范“两湖”流域水产养殖、畜牧养殖管

理，实现畜禽粪污综合治理全覆盖，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 95%。

3 推进新型工业化，筑牢高质量发展底盘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4] 持续提升

科技支撑能力，提档升级传统产业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并

举，做强机电制造、苎麻纺织、现代森工、新材料四大传统

产业，做大生物医药、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三大新兴产业。

3.1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骨干企业牵头建设制造业创新中

心、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和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产业

创新平台，承担国家和省级重大产业技术攻关项目。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以专精特新企业、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业链领航企业为代表的优质企业，构建

制造业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格局。加强武咸科技协同，积极与

武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聚焦主导产业建设产业技术

创新平台，培养华宁、雄志、中港金属、敏实等企业申报“光

谷大走廊”项目。推动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等

技术在“桂竹麻茶”、先进制造高端装备、新材料、生命健康、

电子信息等产业中的应用，打造一批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示

范标杆项目。

3.2 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围绕机电制造、苎麻纺织、现代森工三个全省重点成

长型产业集群，深入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

化、安全化”技改工程，推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高质量建设咸安（武汉）离岸科创园等园

区，加快与武汉产业的承接配套，打造高效能产业平台。建

设向阳湖文创产业聚集区，统筹推进向阳湖文化名人博物馆

建设、文化名人旧址修复等项目，持续加大笔峰塔风景区的

保护开发力度，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挥向阳湖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园的示范引领作用，引进科技研发、加工物流、营

销服务等市场主体，创建向阳湖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推进

凤凰新区产城一体化项目，打造数字产业园及再生资源示范

基地。

3.3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做大做强生物医药、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主动融入武汉“965”产业布局，构建上下游联

动全产业链条，打造承接武汉产业转移的新高地。推进生物

医药产业融合发展，推进生物医药、医疗设备产业与健康服

务、养老服务等产业融合，培育药妆、医疗器械、中药制剂

等产业，打造百亿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推进汽车零部件产业

规模发展，推进动力总成、先进汽车电子、轻量化材料、模

块化开发等关键技术研发应用，突破“大三电”“小三电”

等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瓶颈。壮大电子信息产业，推进新型

电子线路隔膜、光电传输线束、智能终端、电子材料、柔性

电路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的核心材料及关键

设备研究与开发，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向新兴领域、零部件及

配套产业全产业链拓展。

4 推进农业现代化，打造“城乡统筹”首善
之区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将乡村

振兴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4.1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提高农机装备应用能力，发展“全程机械化 + 综合农事”

等农机服务新模式，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6%

以上。发展“智慧农业”，推进 5G、北斗、物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推广应用。防范农业重大灾

害，强化种子等生产物资以及抗旱防汛设备的储备和调运，

提高非洲猪瘟、草地贪夜蛾等重大疫病防控水平，加强外来

有害生物普查、监测预警和防控治理。

4.2 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做强茶产业，建设大幕白云山、西山下、双溪汪大珍，

横沟将军山，官埠剑春、逸思园，汀泗黄荆塘等精品茶园，

以点串线发展茶旅、茶研和茶学，提升“咸安桂茶”公共品

牌影响力，推动咸安区茶叶品牌化发展。创建省部级水产健

康养殖示范场，推广稻田生态种养、池塘网箱养鱼和陆基循

环水圆池健康养殖模式，带动全区健康养殖面积达到 55%

以上。支持肉鸡龙头企业扩大养殖规模，建设祖代肉鸡育种

场、商品代种鸡场和肉鸡高效笼养小区。

4.3 发展乡村产业新业态
以桂花、楠竹、苎麻、茶叶、肉鸡和中药材产业为基础，



24

资源与环保进展·第 02卷·第 08 期·2024 年 08 月

推动农业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建设大幕白云山、

汀泗黄荆塘等精品茶园，打造向阳湖镇铁铺村农耕体验园，

发展田园养生、研学科普、农耕体验、休闲垂钓、民宿康养

等休闲农业新业态。坚持“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促进农

工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杨

畈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

值的比值达到 3.5 ∶ 1。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引导仓储物流、

设施租赁、市场营销、信息咨询等领域市场主体将服务网点

延伸到乡村。

5 促消费扩投资，做强县域经济

5.1 恢复扩大大宗消费
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促进汽车更新消费，鼓励以

旧换新，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增加城市停车位供给，改善

人员密集场所和景区停车条件，推进车位资源共享利用。支

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

作，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支

持城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

5.2 扩大餐饮服务消费
提升区域商业体系，发展夜间经济，推动银泰商圈、

咸宁国贸、万达广场等打造夜市小吃街，改造升级海德公馆

“双省级商业街区”，带动周边消费业态共同繁荣。发挥高

桥萝卜小镇、贺胜桥鸡汤小镇等特色小镇优势，培育“种植

养殖基地 + 中央厨房 + 冷链物流 + 餐饮门店”模式，建设

向阳湖镇熊家湾生鲜净菜加工配送园，打造预制菜仓库物流

基地，提升餐饮质量和配送标准化水平。

5.3 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
建设咸安区文体中心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建设健康步

道、骑行道等普惠性运动场所，发展社区多功能运动场，形

成淦河城区段滨水绿色旅游健身带，打造 15 分钟健身圈。

普及农村基础健身设施。建设仙鹤湖茶场露营区等示范项

目，鼓励开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四荒”（荒山、荒沟、

荒丘、荒滩）土地开展户外运动，引进市场主体，常态化开

展徒步、垂钓、溯溪、露营、骑行、自驾、攀岩等户外健身

活动。每年举办或承接市级及以上体育健身赛事或活动不少

于 5 项，打造老健会、马拉松、自行车赛等全国知名的户外

运动赛事与节庆活动品牌。

6 全力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6.1 文旅康养相结合
统筹做好山、水、田、园、人文文章，构建全域旅游

产业体系，让咸安成为武汉都市圈的花园、田园、乐园。梓

山湖片区对接武汉江夏大健康产业板块，提升江南里、原乡

假日小镇、绿地梓湾等高端养老服务基地，建设汀泗熊家湾、

九重锦养老院等康养示范基地，发展老年护理、老年教育、

老年娱乐等康养服务，打造武汉市民最佳养老地。力争吸引

20 万武汉居民候鸟式入住。横沟桥镇、桂花镇片区建设桂

花种质资源库，打造特色桂花示范基地 2 万亩。马桥镇、汀

泗桥镇等幕阜山沿线乡镇，以茶园、中药材、油菜、萝卜等

农业为基础，发展文化康养体验产品、娱乐体验产品、运动

康体产品、民俗体验产品等康养商品；沿山、沿湖、沿路整

体打造水康养、药康养、茶康养、竹康养、森林康养示范基地，

支持向阳湖镇打造国家级农旅融合示范区。

6.2 医药康养相结合
围绕温泉康养、旅居康养、中医药康养发展大健康产业，

打造咸宁市医疗服务和养生养老服务核心区，提升“香城泉

都”城市品牌，引领全市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展优势

专科医疗，突出医养结合亮点，统筹开发山水湖库资源、桂

花竹海等森林生态资源，打造沿淦河温泉精品康养带、沿斧

头湖高端旅居康养带、沿幕阜山森林民宿康养带、沿高桥河

乡村田园康养带，形成“工作在武汉、康养在咸宁”区域产

业分工格局，打造咸宁市医养结合示范区、武汉都市圈温泉

康养核心区。

7 结语

总之，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机遇也是

挑战，咸安区要以此为契机加快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

量发展转变，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扩大内需，做大做强文旅康养产业，推

动文明城市、城乡统筹、营商环境、人民幸福“四个首善”

之区建设成势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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