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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篇攸县篇

“衡之径庭，潭之门户。”
攸县，是湘东地区置县历史最

悠久的县，追溯县史已有 2200 余
年，巍巍向东的罗霄山脉和蜿蜒向
西的攸水，构成了攸县的独特地理
风光，养育了一方勤劳智慧的百姓。

在这片红绿辉映、古今交融的
热土上，仁人志士层出不穷，英烈人
物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攸州人上
下求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一座
城市欣欣向荣。

大潮奔涌逐浪高，沧桑巨变看
今朝。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攸县走过了极具挑战、极不平凡
的十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
和经济下行压力，以及艰巨繁重的
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多重考验，攸
县砥砺奋进、逆流而上，制定发展线
路图、找准工业定位、发展特色农
业、建设新型城镇、推进民生改革
……交出了一张张漂亮答卷。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勇毅前行，
尤其是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履职以
来，团结带领 80多万攸州儿女，紧
扣“一个定位”，锁定“两大目标”，推
进“三大会战”，壮大“四大产业”，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在“发愤图强，重
振雄风”的伟大实践中，在“培育制
造名城 建设幸福株洲”的宏图大业
中，书写属于攸州大地的时代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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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攸县高新区项目建设现场如

火如荼，企业生产车间热火朝天，一派喜人

景象。

从昔日“一煤独大”，到全县规上工业企

业 335 家。园区 111 家规上工业企业已建成

投产，其中不乏旭日陶瓷等行业明星企业，

攸县“弃黑向绿”。阵痛中走出了转型之路：

以高分子新材料与精细化工、绿色建材为主

导的“一主一特”产业，串珠成链，集群发展，

撑起了攸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脊梁”。

记者在澳维二期项目厂房内看到，工作

人员正忙着进行机器安装调试，投产后可年

产海水淡化高分子膜材料 1500万平方米。至

9 月底，园区将有地博二期、三力机械等 7 个

项目开竣工，产业发展再添新动能。

曾几何时，攸县是闻名全国的“五小工业

县”，依托煤炭资源，县域经济实力曾连续多

年跻身“全省十强”。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

整，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主旋律，攸县园

区产能落后、定位不清晰的弊端日益凸显。随

着矿产及相关企业的相继关停并转，夹缝中

的攸县，亟待开辟全新的工业发展之路。

如何实现从矿区产业到园区工业的跨

越？攸县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

把创建“五好”园区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挂

出园区大会战作战图，围绕支柱产业深化改

革，狠抓项目攻坚和市场主体培育，加快推进

项目履约落地、开工建设、竣工投产。

园区是产业发展主阵地、项目建设主战

场，园区的环境决定了投资吸引力，更决定

了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攸县高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三供”服务直达园区，“四纵四横”路

网畅通无阻，生活配套布局周边，星通物流

园直通高速，20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建成，

“两园”污水处理厂一解企业后顾之忧。

打造“硬实力”，更要强化“软支撑”。优

化营商环境永无止境，攸县深入推进“一件

事一次办”和“帮代办”服务，力推社会投资

园区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同时，开展干

部联企业“送政策、解难题、优服务”行动，建

立企业问题清单和台账，逐月进行预安销号

并与干部绩酬考核挂钩。攸县还着力打好

“乡情牌”，积极开展“引老乡、回故乡、建家

乡”活动，邀请客商来攸考察，让优质企业、

重大项目看到攸县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强大

的发展潜力。

梧高凤必至，花开蝶自来。随着营商环

境与基础设施的不断优化，攸县高新区先后

吸引了旭日陶瓷、博世科、大唐华银、昊华化

工、地博光电等一大批项目落户。与此同时，

以高分子新材料与精细化工、绿色建材为主

导的“一主一特”产业发展方向渐渐清晰，该

县围绕已落地生根的重点企业，大力开展延

链补链强链行动，吸引上下游企业进驻，共

同发展。

星光不负赶路人。随着 24 家精细化工

企业、25 家高分子新材料企业、13 家绿色新

材企业的落地投产，攸县高新区聚焦打造的

精细化工高分子新材料产业链与绿色建筑

材料产业链已初具规模。2019 年，攸县高新

区获批湖南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21
年 5 月，攸州化工片区又被省发改委批准为

湖南省第一批化工园区。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2021 年，攸县园

区完成技工贸总收入 235 亿元，同比增长

25.1%；完成高新技术产值 175 亿元，同比增

长 21.5%。园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

全县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62.2%。

9 月 15 日，攸县石羊塘镇千亩

大豆示范基地，多台收割机正在田

间穿梭。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黄豆，

如珍珠般从收割机中滚落，然后被

传送到拖拉机里。“这里的大豆以

非转基因的‘八月黄’为主，是制作

正宗攸县豆腐、香干的主要原材

料。”种植大户谢雪松介绍，收割好

的黄豆将送入八合冲村的豆制品

加工厂，厂里加工出来的豆腐、香

干质量上乘，热销全国各地。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的浪潮

中，在政府部门的扶持下，攸县大

力发展黄豆种植加工产业，全县香

干企业、作坊达 400 余家，其中，日

加工量达 3吨以上的企业 14家，香

干产业带动行业从业人员近 2 万

人。2021 年，攸县香干全产业链总

产值逾 20 亿元，实现了作坊式生

产向企业化经营的巨大转变。

香干产业的“脱胎换骨”只是

攸县传统农业向农业现代化迈进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攸县牢牢把

握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围绕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等目标，积极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提升农产品加

工转化水平，用实际行动扛起“湘

东粮仓”的美誉。

攸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对端牢“中国饭碗”的殷殷期待，

严格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攸县坚

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

“非粮化”，一手抓耕地保护，稳定

有效耕地面积；一手抓耕地后备

资源和劣质地开发，增加有效耕

地面积，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

农田保护率稳步提升。去年 1 月以

来，攸县累计治理抛荒耕地 4.27
万亩。

土地是粮食的“命根子”，是保

障粮食生产的基础。2016 年来，攸

县投入专项资金，在 203 个村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实施土地平

整、土壤改良、灌溉与排水、机耕道

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工

程。到 2021 年，攸县已建成高标准

农田 35.7万亩，当年粮食总产量达

43.65万吨。

粮食要丰收，种子是关键。攸

县是湖南省杂交水稻制种重要基

地，2013年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

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县。近

年来，为确保制种业的健康发展，

攸县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经营模式，设立制种生产专项风险

金，有效化解农户制种的各种风

险；同时，组建百余人的农技指导

员团队，通过自主配置组合进行种

子繁育试验，筛选出适宜种植的优

良品种，加快推广应用，确保农业

生产安全用种。如今，攸县已形成

“四核三主六辅”的制种区域布局，

杂交水稻制种生产面积达 5.397 万

亩，为全国多个地区提供农业“芯

片”。今年，攸县被认定为国家级杂

交水稻种子生产大县，湘东南地区

仅此一家。

农业品牌化是乡村产业振兴

的战略抓手。近年来，攸县重点推

进“一村一品、一镇一特”农业品牌

建设，将攸县香干、攸县米粉、攸县

麻鸭、攸县油茶四大国家地理标志

农产品与攸县晒肉整合，打造县域

农产品公共品牌“攸州五件宝”。同

时，建成辣椒、猕猴桃、葡萄、水果

玉米、薯尖等一批优势特色农业产

业，带动了农业高质量发展。2021
年底，攸县农业生产总值达 119.25
亿元，在 2012 年 60.72 亿元的基础

上几乎翻番。

“改造时，对部分路段老旧灯杆、地下电缆等进行维修

或更换，改造后所有主干次道照明将全部达到国家道路照

明标准，居民们将告别夜晚的昏暗，而且每年节约电费 200
万元左右。”攸县城管局灯饰管理服务中心对记者说，7 月

27 日下午，在攸县吉星路，该中心组织人员进行节能路灯

改造，在县城范围内本次纳入改造的路灯有 8785盏。

这只是攸县城镇更新、提升品位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攸县为了打造湘赣边南部中心城市和株洲市

域副中心城市，统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

城市更新行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重点开发东城新区，提

质改造老城区，保护开发城南片区，推动工业园区产城相

融，进一步拉开“一城四区、两江四岸”城市框架。按照县城

为中心、网岭为次中心、106 国道产业集聚带、西部特色农

业区、东部生态旅游区、多个中心特色镇的布局，构建“一

主一副一带两区多点”的城镇联动空间格局。

聚焦补短板、强弱项。今年初，攸县打通了建设北路、

吉兴西路等困扰十余年的“断头路”路段，提质改造建设南

路、文化路三角洲等路段，畅通城区内循环。同时，加快推

进 G106绕城公路建设，形成县城外环闭环。

加快改造老旧小区。住房达到一定年限，老旧的基础

设施总会状况百出，攸县按照成片改造、分步推进的原则，

将独栋、零星、分散的楼房和老旧小区进行归并整合，重点

对老旧住宅小区的水、电、气、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

并增设停车场、活动室等便民空间。目前，攸县已规划改造

38个老旧小区，在改造的同时，完善城区防水排涝设施，加

快城市防洪保护圈建设，开展城区污水管网大排查大整

治，逐步实现雨污分流。

打造“智慧攸县”。作为株洲 5G 建设试点县，为加快建

设“城市大脑”，一体推动交通、城管、公安等公共领域智慧

化应用，积极推进 5G 网络建设，打造“智慧攸县”。作为新

基建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21 年底，攸县共建设 382 个 5G
基站，为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夯实基础。

建设美丽乡村。攸县实施“村电同治”完成新一轮农村

电网升级改造，大力推进垃圾分类、黑臭水体治理、“厕所

革命”等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功创建省市美丽乡村 23个、

同心美丽乡村 11个。

这些年，攸县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城镇化率由 2012
年的 50.4%上升到 2021年的 57.6%，先后荣获全国绿化模范

县、国家园林县城和湖南省卫生县城等荣誉称号。皇图岭

镇获评全国特色小镇和农业产业强镇，罗家坪村获评全国

文明村镇，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机制更是入选全省示

范案例。

攸县将继续按照“以产兴镇”建设思路，结合资源禀赋

和产业特点，错位发展特色农业、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康

养休闲等特色小镇，推进特色小镇多元功能聚合，对接建

设醴炎县域经济走廊，支持地域相邻、产业互补、资源共享

的乡镇协同发展，挖掘城镇潜能，共同壮大镇域经济。

9月中旬，“秋老虎”尚有余威，到了傍晚，凉快下来，攸

县联星街道上云桥村的村民们三三两两来到村头，老人们

在小广场话家常，孩子们在小书屋阅读，或去小讲堂听乡

贤们讲故事。这个时候，村子里最热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基层群众

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些年，随着行政区划的调

整，攸县有的村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以村部为中心的活

动阵地，难以满足群众的需求，“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迫切

需要解决。

退休教授夏昭炎返乡种文化引发的“星星之火”，有效

破解了这一困局。11年前，夏昭炎和妻子杨莲金自掏腰包，

利用祖屋改建的高桥农家书屋，丰富了乡亲们的文化生

活。后来，在石羊塘镇政府的支持下，以高桥农家书屋为基

础打造乡贤文化馆，创立了石羊塘镇乡贤文化活动中心党

支部，并在周边开辟了文化小广场和红色小讲堂，初步形

成了“门前三小”的雏形。

以点带面，将示范点作用最大化。2017年 11月，攸县提

出做大做强“门前三小”的工作思路，在全县推广石羊塘镇

高桥农家书屋的做法，致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门前三小”。

在实施“门前三小”工程建设时，攸县充分利用家族祠

堂、祖屋、闲置民房、合并后的旧村部、撤并的学校等场所。

工程交给群众，自下而上，让老百姓筑好坪、选好人、定好

屋后再提出申请，政府职能部门审核验收达标后，再配送

篮球架、体育健身器材、音响“三大件”、书籍和书架、桌椅。

硬件建得好，软件要跟上。攸县组织千名文体辅导员

参与培训，提升文化服务技能。同时还根据基层需要实行

文体活动、科技培训、电影戏曲、非遗展演、读书沙龙、理论

宣讲等“点单制”，群众需要什么，政府就送什么，从而使得

“门前三小”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如今，“门前三小”已经成为攸县引领乡村振兴的一个

重要抓手，助推了乡村组织振兴、文化振兴、基层治理。截至

目前，攸县已建成“门前三小”点 715个，打造示范点 65个，

小讲堂、小书屋面积 2012万平方米，小广场总面积 22.5万平

方米，配送各类书籍 18.6万册、健身器材 1.2万件、课桌书架

18.6万件。2020年，攸县“门前三小”成功入选全国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典型案例，并获得中央深改办肯定推介。

十年来，攸县全力推进群众性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

发展，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升。截至 2021年，攸县先后建成

了 1 个攸州文化园、103 个乡村大舞台、图书馆（室）、影剧

院等文化场所 300 余家（处），电影队、皮影队、歌舞队等文

化团体 2142 个。攸县自编自导的花鼓戏《一辈传一辈》《长

辈》先后登上国家舞台，“门口小广场”得到人民日报等央

媒大力推介。

9 月 15 日，攸县攸州中心医院二期建

设工地，工人们挥汗如雨，抢抓进度。该项

目总投资约 12 亿元，按照三甲医院标准设

计，建成后将有 26个病区、床位 1200张，年

门诊量可达 100 万人次、年住院量近 10 万

人次、年手术量近 3 万台次，将打造成湘东

南区域医疗次中心，为湘赣边区群众生命

健康保驾护航。

一座幸福之城，须有鲜明的民生底色。

这十年，攸县就医更便捷省心。投入近

2 亿元，用于乡镇卫生院改造和村卫生室

标准化建设，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分别建

成为三级综合医院和三级中医医院，定期

邀请省、市医院专家坐诊，基本实现居民

“小病不用出村，大病县城治疗”。

这十年，攸县教育更优质均衡。投入

4.3亿元用于各类学校改扩建，义务教育大

班额全面清零，连续五年获评全市高中教

育质量建设先进县，教育地位和教育品牌

实现新提升。2021年，攸县有各级各类学校

136 所，全年教育支出达 7.47 亿元，比 2012
年 5.12亿元的教育经费增长 45.9%。

这十年，攸县路网更畅通发达。完成网

酒公路提质改造，醴茶铁路恢复客运运行，

实施农村道路改造 2000 余公里，城乡客运

一体化建设通过省级验收，全县 52 条运营

线路通往各个行政村，每日农村客运总量

达 15000人次。

这十年，攸县社会保障更完善全面。坚

持应保尽保原则，健全统筹城乡、覆盖全民、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

2021年，全县共有特困供养 3422人，共发放

城乡低保、特困人员物价补贴 9671万元。

……

一串串数据佐证，攸县把“民生实事”

当做“头等大事”，把“民生答卷”写进了群

众的心坎里。

不仅如此，从拉开新时代脱贫攻坚序

幕，到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再到积

极推进乡村振兴。这十年，也是攸县兑现脱

贫攻坚庄严承诺，续写乡村振兴崭新篇章

的十年。

家住莲塘坳镇先锋村的老刘，原是特困

人员，因妻子患有重病，他不便出远门，只能

靠种植水稻过活。驻村工作队了解情况后，

引导老刘种殖黑木耳，又介绍他来乡村振兴

车间务工，老刘一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

脱贫攻坚期间，攸县按照“县为主体、

乡村实施、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着力发

展扶贫产业、扶持创业就业，31939 名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15个省级贫困村全部摘帽，

获评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单位，教育扶贫、产

业扶贫、危房改造和扶贫车间等工作经验

在省市推介。

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攸县组建

112 支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队，将发展

集体经济作为驻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同

时，设置公益性岗位，推行技能培训进村

入户，鼓励有能力有想法的脱贫户、监测

户外出务工。

目前，攸县建成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

地 149 个，其中企业振兴车间 102 个、村集

体经济组织 47 个，带动三类人员 1783 户

5945 人 就 业 与 发 展 、产 业 覆 盖 率 达

98.67%。攸县脱贫人口（含监测人口）劳动

力中有 12862 人外出务工，588 个脱贫户和

监测户实现就近就业。

“一主一特”工业“脊梁”

B “湘东粮仓”五谷丰登

C 城镇更新
向美而行

D “门前三小”
文化润民

E 民生“加码”幸福“加倍”

（本版图片均由攸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美丽的酒仙湖

▲ 工 作 人 员 指 导

市场主体“一窗办理”

▲联星街道上云桥村“门前三小”示范点

▲ 水 稻 丰 收 时 节 ，

机械化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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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人

正在调试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