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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开启

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若干意见》发布，令暂停 10 余年的撤县设区开始

“解冻”。
当年6月，时任副省长蔡振红赴民政部汇报长株潭

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带回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为推
进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发展，民政部拟同意我省
长株潭启动区划调整工作，将长沙县、株洲县、湘潭县打

包申报撤县设区。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面对稍纵即逝的重大

机遇，我市举全市之力，紧锣密鼓开展相关工作。短短
一个月内，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市民政、发改、住建、
规划、国土、教育、环保等部门，会同株洲县，“白+黑、5+
2”，完成了相关指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证，并多次召开
会议，在长株潭三市中率先完成了《撤县设区必要性与可
行性报告》和《株洲县撤县设区风险评估报告》，同时在走
完市县两级相关程序后，向省里呈报了相关报告。

新区命名问题，引起了全市热议。通过召开论证
会、协商会，开展民意调查，“渌口区”得到大多数专家、
学者、市民和网民的支持。曾参与命名讨论的湖南工业
大学研究员、湘东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彭雪开称：“这一
命名，既传承了株洲县悠久的历史文化，尊重了历史，又
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尊重了株洲县广大干部群众的
民意，实为众望所归。”

期间，来株考察的国务委员王勇专门听取了株洲县
撤县设区汇报，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宜。省委、省政府
也督促省民政厅跟进工作，加强向上对接和向下指导。
2016年9月，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通过了《株洲市关于
撤销株洲县设立渌口区的请示》，并于当年10月21日将
其呈报国务院。3天后，国务院交办民政部提出意见。

申报正式启动，“渌口区”众望所归

▲株洲县撤县设区征求和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座谈会

初梦启航

2010年 株洲县撤县设区工作开展了前期调研论证。

▲株洲市行政区划调整示意图

追梦八年终成真，融“渌”入“城”好扬帆

株洲县成功撤县设区，株洲发展步入“新时代”
2018年6月19日，国务院下达了《国务院关于同意湖南省调整株洲市部分行政区划的

批复》，同意我市撤销株洲县、设立渌口区。历经8年时间的热切期盼与不懈努力，株洲县撤
县设区正式获批，“渌口区”成为株洲第五区。八年设区梦，一朝梦成真，成为株洲建市以来
最大、最深刻、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次区划调整。株洲城区面积随之“长大”一倍多，由原来的
862.69平方公里，拓展为1916.38平方公里，总人口增加至182.08万人（截至2017年底相关部
门统计数据）。

融“渌”入“城”好扬帆。从2010年至今，撤县设区，八年芳华，焕新株洲，书写了一部怎
样的宏伟篇章？

渌水东来，湘江北去。株洲县位于株洲市东南面，
设立于 1965 年，总面积 1053.69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34.88万人，辖8个镇。

株洲建市之初，株洲县是市区的“菜篮子”、“米袋
子”。改革开放后，株洲县又成为了市区产业转移的承
接地、辐射带。

早在 2010 年，我市就开始萌发株洲县撤县设区的
设想。其主要背景是，随着株洲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
新型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市区发展空间亟需拓展。
2013 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出了城市南进战略。
适应这一战略的实施，株洲县撤县设区显得尤为迫切。

从地理空间来看，株洲县撤县设区，有利于向东向
南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优化“一核一圈一廊”的城镇空间
布局，增强核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城市综合竞争
力。

从产业布局来看，我市在重点发展轨道交通、汽车、
航空、服饰、陶瓷等五大千亿产业集群时，城区的东、西、
北向都受到了制约，产业延展空间有限，发展腹地不足，
迫切需要更大的区域空间布局产业链条。

从两型建设来看，株洲城区面积只有800多平方公
里，作为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要
一极，调整市区行政区划设置，有利于加快形成与“两
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要求相适应，与新型工业化、
城市化发展进程相协调的行政区划新格局。

与此同时，株洲县立足区位优势，按照
全市“一核一圈一廊”城市发展构想，主动
与市区对接，加快“无缝融城”，为撤县设
区创造条件。在经济发展方面，通过不懈
努力，株洲县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撤县
设区条件，是湖南省申请撤县设区县里最
好的。在城市建设方面，通过规划建设湘
江六桥、湘江七桥，加快与河西主城区连
接，修建渌枫大道北向加强与市区连通。
从县城中心到市中心，车程不过一刻钟。
在城市管理方面，以市区为标准，实行环卫 24
小时清扫保洁；引入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与市区自
行车通借通还。同时，围绕文化休闲、新能源等产业
重点招商，与市区实行“互补”，引进了渌鸿风电、湖南中
宏基生物质燃料、金浩万亩油茶生态园等多个项目。

株洲县撤县设区，是 400 多万株洲人民的热切期
盼，国、省、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出相关建
议提案。市委、市政府多次向国家民政部和省民政厅汇
报。然而，当时正处于国务院撤县设区的“冻结期”，全
国尚有上百个撤县设区的申报件被搁置，致使申报工作
一度陷入停滞。

2012年8月，国家民政部和国家民委组成联合调研
组，来株进行首次专题调研指导，认为株洲县撤县设区
条件基本具备，明确表示支持株洲县撤县设区。

好事多磨。正在全市上下满怀期盼之时，却迟迟未等来结果。
株洲市撤县设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市民政局工会主席

刘志红回忆称，当时最大的障碍，就是根据国家撤县设区有关政
策，除省会城市和国务院计划单列市外的其他城市，如要增设市辖
区，原则上现有市辖区不超过3个。而株洲市已有荷塘区、石峰区、
芦淞区、天元区4个区，超过了限制。

面对这一“天花板”，株洲县撤县设区7年的期盼与努力，难道
要付之东流？

为此，我市开始积极寻找新的突破口。千难万难，领导重视就
不难。省市领导高度重视此事。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站在优
化全省产业布局的高度极力推动此事，并专门写信给民政部党组
书记、部长黄树贤，争取民政部支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毛腾飞，市委副书记、市长阳卫国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
务会，专题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并多次向国务院、民政部领导作专
题汇报。分管副市长顾峰也多次带领民政等相关人员赴民政部作
具体汇报，争取支持。

“撤县设区前市辖区总面积与市域总面积之比一般不高于
15%，撤县设区后一般不高于30%。”国家这一要求，成为了我市继
续开展申报工作的关键。根据民政部和湖南省签订的部省共建协
议，民政部将重点支持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和建设，支持长株潭在
行政区划调整领域先行先试改革。经过调研，株洲市域总面积
11247.55平方千米，其中市辖区面积仅有862.69平方千米，占比未
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即使株洲县撤县设区获批后，加上株

洲县辖区面积1053.69平方千米，占比仅为17.04%，也低于设区后
市辖区面积不高于市域面积30%的标准，符合国家关于增设市辖
区的政策要求。

同时，考虑到株洲是长株潭创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
市群重要组成部分，正着力打造中国动力谷，需要在株洲县区域内
延伸产业链条；而且，为突破大型航空发动机的技术瓶颈，锻造大
国重器而全面启动的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两机重大专项”也将
株洲县部分地区纳入了《株洲航空产业发展规划》范围。这些重量
级理由深深打动了国办和民政部领导，2017年11月29日，民政部
起草了新的设区政策及指标，放宽了地级市辖区数的限制，并在全
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虽然新的设区标准到目前还未正式出台，但
实际上已为株洲县撤县设区打开了绿灯。

今年4月，罗霄山片区扶贫攻坚部际联系会在茶陵召开。民政
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贤及党组成员、副部长唐承沛到会指导。毛
腾飞书记、阳卫国市长再次向两位部领导就株洲县撤县设区一事
进行了专门汇报，得到了民政部明确支持。之后，省民政厅唐白玉
厅长及时向国务院办公厅领导汇报，也获得了国办的初步支持。5
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利用中央党校学习培
训的机会，第一时间带领市民政局负责同志，专程到国办汇报株洲
县撤县设区工作，得到了国办的明确支持。

2018年6月19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国
务院下发了同意株洲县撤县设区的通知。至此，株洲县撤县设区
大业宣告成功。

八载芳华，焕新株洲。2018年6月19日这
一历史时刻，渌口区正式成为株洲第五区。区
划调整不增设县(区)级政府管理机构，不增加
编制和经费。调整后市区下辖荷塘区 、芦淞
区、石峰区、天元区和渌口区，总面积1916.38平
方公里，总人口 182.08 万人（截至 2017 年底相
关部门统计数据）。

渌口新区的成立，将有利于轨道交通产业
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延伸产业链条；有利于

“两机重大专项”的顺利实施；有利于促进长株
潭城市群建设和两型社会配套改革；有利于新
型城镇化试点工作摸索经验，弥补城市建设用
地和公共绿地用地不足，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环
境质量；有利于增强株洲市的区域核心辐射能
力，带动罗霄山片区发展，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战；有利于统筹湘江株洲段全流域治理保护，助
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在今年 5 月的民意调查中，株洲县撤县设
区获得了民众 100%的超高支持率。民众积极
建言献策，充满期盼，提出了我市加大对渌口区
产业和项目扶持力度、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民生投入，工资待遇、社会保障、退休养
老政策等与市区同步等意见。我市给出了答
复，将会进行专题研究，并给予相关政策上的支
持。

撤县设区，加速流动，聚集和辐射，融城之
愿梦想成真。撤县设区，拓展空间、格局和视
野，发展乐章已然奏响。撤县设区，促进裂变、
转型和升级，宏大故事正在续写。

（刘志红 梁运通供稿 记者 肖蓉采写）

城市发展受限，南拓寻求新空间

上下联动推进，政策障碍终突破

筑梦成就大业，崭新格局铸鸿章

相关链接

株洲县撤县设区时间表

2011年 株洲市提出“一体三极”向南发展的战略。

2012年 8月，国家民政部和国家民委联合调研组，就株洲县撤县设区进行了
首次调研指导。

2014年 株洲县撤县设区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5年 株洲县撤县设区进入株洲市十三五规划，发改、民政等相关部门再次
启动调研论证。

2016年 6月，在与民政部沟通后，湖南省民政厅同意我市申报株洲县撤县设
区，申报工作正式启动。

2016年 7月-12月，株洲市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中共株洲市委常委会
2016年第19次会议、中共株洲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体会议研究并通过了株
洲县撤县设区方案。

2016年 9月，湖南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并通过了《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
撤销株洲县设立渌口区的请示》（株政[2016]22号）。

2016年 10月2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株洲县设立渌口区的请示》（湘
政[2016]56号）呈报国务院。3天后，国务院交办民政部提出意见。

2017年 11月-12月，民政部重新拟定了撤县设区标准，并在全国征求意见，为
我市株洲县撤县设区工作开启了绿灯。

2018年 6月19日，国务院下达了《国务院关于同意湖南省调整株洲市部分行
政区划的批复》，同意我市撤销株洲县、设立渌口区。

攻坚克难

丰收硕果

株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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