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8日，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

所科研设计仿真中心收到了相关部门送来

的《联合验收合格证》《竣工验收备案表》和

《房屋不动产权证书》。该项目历时 3 年建

设，于今年 9月进入竣工验收阶段，仅用 3个

工作日就实现“竣工即交证”。

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近年来，市发展改革委按照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突出把具有牵引作用的改革牢牢抓

在手上，一批具有牵引作用的标志性、关键

性的改革措施相继推出，不断擦亮改革创新

的株洲“金招牌”。

目前，我市公共资源交易、行政审批体

制、价格市场化、信用体系建设等改革成效

明显。建设工程领域“多测合一”改革经验在

全国推介，新建楼盘“交房即交证”、工业项

目“拿地即开工”“信易贷”等经验在全省推

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例如，为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我市对用地报批、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划拨、

土地使用权转让等事务性审批流程逐项进

行梳理优化，在办事材料、办理时限、办理环

节上再做减法，一般项目用地报批时间从

120个工作日压缩至 80个工作日以内，省市

重点项目压缩至 60 个工作日以内，为项目

建设节约了大量时间。

为推动信用体系建设 ，在第十五个“信

用记录关爱日”之际，启动主题为“诚信建设

株洲行”的诚信体系建设宣传活动。目前，我

市先后出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意见、

联合奖惩实施意见等多个顶层设计文件，信

用体系制度框架基本搭建，将信用核查和联

合奖惩嵌入全市行政审批业务办理系统，实

现逢办必查。

一桩桩民生“小事”，也一次次成为改革

发力点，一步步提升民生温度。

例如，我市出台实施“促就业稳就业 25

条”“保居民就业 15 条”政策措施，“文明校

园”创建、学生营养改善、统筹城乡义务教育

发展等创新经验在全国推介，获批全国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全国智慧健

康养老示范基地，公立医院改革连续两年获

国务院通报表扬，创造医改“株洲模式”。

奋斗者的脚步永不停歇。当时针指向下

一个十年，高质量发展行进到关键时间点，

株洲发展改革人以实干之姿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踏上新的筑梦之旅，在努力培育制造

名城、建设幸福株洲中，在服务全省、全国发

展的大局中，奋力奏响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

株洲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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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工。通讯员供图

2022 年全市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召开。通讯员供图

踔厉奋发启新程
——“非凡十年”之株洲市发展改革委工作纪实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廖喜张廖喜张 通讯员通讯员//莫立丰莫立丰 彭婷彭婷

岁月年轮，十年一记；泱泱株洲，已然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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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发

展改革委全面贯彻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当好参政设谋“智囊团”、抢当争资引项“主攻
手”、扭住项目建设“牛鼻子”、下好产业转型“先手棋”、奏响区域发展“协奏曲”、擦亮改革创新“金招
牌”……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足迹。

透过十年发展改革之为，窥见高质量发展株洲之变：这十年来，株洲从传统老工业城市向制造名城、幸
福株洲蜕变，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生产总值先后跨过2000亿元、3000亿元台阶，达到了3420亿元。同时，
连续获评全国 10个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明显的市州，先进制造业实力首次跻身全国 50强、位居第 42
位，走出了一条昂扬向上的“株洲之路”。

9 月 30 日，市“三高”指挥部市场

主体培育组召开案例大讨论会议，思

考如何更好推动返乡创业工作。今年，

我市开展市场主体培育年活动，市发

展改革委作为牵头部门之一，牵头起

草《关于加快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的实

施 意 见》，带 头 实 施 市 场 主 体 培 育

“544”体系，积极开展“发改干部讲政

策”活动……

9 月 27 日，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

记、主任刘海宾带队专程赴成都，与三

峡建工集团就攸县抽水蓄能项目达成

重要共识。今年，市发展改革委作为牵

头服务部门，全力推进大唐华银株洲

扩能升级改造项目、攸县和炎陵抽水

蓄能等重大能源项目进度。目前，大唐

华银株洲扩能升级改造项目、炎陵抽

水蓄能项目均已开工建设，攸县抽水

蓄能项目也进展迅速。

两项重点工作，聚焦一个“谋”字。

近年来，市发展改革委充分发挥抓宏

观、抓政策、抓综合的职能优势，重点

在“谋”字上下狠功夫，坚持想大事、务

大局，积极主动谋发展。

谋形势。密切跟踪经济运行走势，

每年发布经济运行分析报告、经济政

策信息动态等百余期。紧跟国省政策

开展重大课题研究，近五年开展课题

研究 60余项，其中清水塘老工业区转

型升级研究以专报形式上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新形势下政府投融资创新研

究为平台公司提供了借鉴模式。

谋规划。牵头完成“十四五”规划

编制发布，形成“1＋50＋ 10”规划体

系，在库项目 2000 余个，总投资约 2.5

万亿元。组织编制了“十四五”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经济等 6 个专项

规划。

谋政策。围绕投融资体制改革，出

台并适时修订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政

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及时出

台“稳经济 42条”“帮扶企业渡难关 10

条”“抗疫情促消费 12条”“促进夜间经

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有力

促进经济稳中向好。

谋布局。对接国省重大战略、重大

工程，主动谋划重大项目布局和产业发

展。加快实施攸县、炎陵抽水蓄能等重

大能源项目，夯实能源保障基础；谋划

推进田心片区整体提质改造和轨道交

通装备检测试验认证基地等项目，提升

轨道交通产业配套服务能力；编制发布

《株洲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

年）》，及时布局新兴战略产业。

今年 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

部和国家卫健委联合下文，公布了国

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

名单，我市成功登上名单，成为获批城

市之一。

近年来，我市全面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等

文件精神，稳步推进社会服务设施兜

底线工程各项举措，成功实施国省城

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以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资金项目为依托，积极

打造株洲特色养老产业，积累了品牌

和经验，成绩获上级部门充分肯定。

这 背 后 ，离 不 开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争”的担当和作为。近年来，市发展

改革委坚持把争取上级资金、重大平

台、重大试点作为抢抓发展机遇的第

一要务，努力冲锋在服务经济发展的

第一线，做好高质量发展的株洲“争”

字文章。

争资金，就是争发展资源。近五

年，市发展改革委累计争取国省预算

内资金、政府专项债券、企业债券近

400 亿元。2017 年，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民间投资加快发展获国务院第四次大

督查表扬，2020 年度企业债券发行获

国务院真抓实干表彰激励、固定资产

投资获省政府真抓实干通报表扬。

争平台，就是争发展潜力。“十三

五”时期，我市累计获批发改系统国家

级科技创新平台 8 家、省级科技创新

平台 41 家。2020 年，株洲高新区获批

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株洲经开区

获批省级“双创”示范基地。积极推进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株洲段）建设，醴

陵、攸县、茶陵、炎陵等 4 县（市）全部

纳入省级方案拓展区。

争试点，就是争发展机遇。如，成

功入围全国首批 21个社会足球场地设

施建设重点推进城市，完成 46片社会

足球场地设施建设；长株潭城市群获

批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向国家推

送了一批产教融合项目；攸县高新区

入选全国第二批园区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试点；醴陵五彩陶瓷小镇获批全

省首批十大工业特色小镇，醴陵五彩

陶瓷小镇创新便企政务服务模式作为

全省唯一典型，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推

介。芦淞白关服饰小镇、芦淞航空小镇

陆续获批省特色工业小镇；株洲高新

区和中车株洲所入围全国“两业”融合

发展试点，中车株机、华联瓷业等 5家

企业入选省级“两业”融合试点企业。

9 月 28 日，大唐华银株洲扩能升

级改造项目开工，总投资约 80亿元；9

月 26日，三一智慧钢铁城一标段项目

交付，20 家企业首批入驻；9 月 21 日，

炎陵县抽水蓄能电站等 162 个项目开

工，涵盖高端装备、新型材料等多个领

域……

在全体株洲发展改革人看来，没

有什么比塔吊高耸林立更能传递发展

的信心，没有什么比项目接踵落地更

能激发经济的活力。建好项目、繁荣产

业、扩大就业、凝聚人心，株洲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就能愈发牢固。

如何扭住重点项目建设这个“牛

鼻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持续开

展“项目攻坚年”“产业项目建设年”等

活动，通过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以项

目建设牵引有效投资，以有效投资助

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重大项

目建设各环节全面提速增效，为大力

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加快建设现代

化新株洲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市发展改革委的统筹推动下，

三一株洲基地、北斗产业园等一批调

结构、增优势的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

设；大小田心城市更新、清水塘大桥、

株洲火车站改扩建工程一批提品位、

扩影响的基础设施项目快速推进；长

郡中学、九郎山森林公园景区生态治

理工程等一批补短板、惠民生的项目

相继落成。

2016 至 2020 年，我市连续 5 年省

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全省考核中获评

优秀；2018 年“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获省政府真抓实干表扬激励。2020 年

疫情期间，率先在全省实行“双定双

包”“一单四制”等复工复产创新举措，

经验做法获中办、国办复工复产调研

组肯定，在全国层面推介。近 3 年，我

市重点项目年均开工近 300 个，年均

竣工超 150个。

今年，我市打造强化“三个高地”

指挥部统揽，以超常规举措狠抓重点

项目建设，全力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

福株洲。市发展改革委更是主动担当

作为，积极牵头推进，争分夺秒抢时

间、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

效。

1. 当好参政设谋“智囊团”

2. 抢当争资引项“主攻手”

3. 扭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4. 下好产业转型“先手棋”

步入清水塘片区，青山绿水之间，厂房

林立，机械轰鸣。

三一能源装备产业园与区域研发中心

项目是其中最靓丽的风景线之一。作为清水

塘新城重大产业项目导入的开篇之作，三一

能源装备产业园与区域研发中心项目填补了

湖南能源装备空白，一个百亿元级规模的产

业基地正在这里拔节。

落子生根，硕果可期。这是株洲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播下的又一颗“金种子”，也

是市发展改革委推动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

发展落下的又一子“好棋”。

“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果断淘汰那些高

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和企业，为新兴产业发

展腾出空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也是株洲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必由

之路。

很多人都还记得这个画面：2018 年 12

月 30日 11时 38分，株冶集团铅厂厂长廖舟

双眼含泪，冲着对讲机喊道：“我宣布，基夫

塞特炉正式退出生产。”至此，清水塘片区最

后一个运行中的企业熄火关停。热闹了 60

多年的老工业区、261家企业归于平静，每年

200多亿元产值清零。

这是我市不断修正航向、向转型升级进

发的缩影之一。“湘江清水塘段水质由Ⅲ类

提升到Ⅱ类，老工业区退出重金属污染重点

防控区，对湘江中下游水源水质的直接影响

基本消除，城区空气质量明显好转。”今年 7

月，《人民日报》刊文报道清水塘老工业区通

过产业升级改造发生“蝶变”，点赞清水塘又

“清”了。

清零再出发，制造强市阔步向制造名城

迈进，三个“第一”窥见株洲新实力：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通过国家集群建设

项目验收，中小航空发动机在国家集群初赛

中以分包第一名的成绩胜出，国、省级集群培

育数量居全省第一；株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达 58家，位居中西部非省会城市

第一；重点“小巨人”名单独占 25席，按照每

1000 亿元 GDP 对应的重点“小巨人”数量计

算，株洲的单位密度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

捷报频传，喜讯不断。市发展改革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破釜沉舟”“刮骨疗毒”的株

洲作为，为全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提供了

成功的“株洲经验”——2017年，我市获批全

国首批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2018年、2019年，又连续两年获

得国家转型升级示范区优秀评价；2019 年，

我市老工业城市调整改造获国务院真抓实

干通报表彰，2021 年，又入围全国 20 个“十

四五”时期重点支持的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2022年，获批全国老工业城市重点联系

城市。

5. 奏响区域发展“协奏曲”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湘赣边区域合作上

升为国家战略，株洲如何奏好“协奏曲”？

今年 5月，市发展改革委与市农发行组

织召开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暨长株潭都

市圈建设项目融资政策培训会，邀请省农发

行专家来株授课。随后，又召开产业项目案

例大讨论会议，讨论“湘赣边老区振兴发展

示范建设项目策划”思路，为湘赣边项目策

划献计献策。

跳出“一域”着眼“全局”，市发展改革委

努力为区域协调发展这盘大棋担当作为、贡

献力量。拥抱长株潭一体化，株洲主动靠拢

长沙、对接湘潭。目前，长株潭一体化紧扣规

划对接、产业协同、交通互联等重点，已有

40多项合作实事得到有力实施。

如今，长株潭三市基本实现“半小时交

通圈”，“十四五”期间还将加快建设渝长厦

高铁、武广高铁直通线工程，“轨道上的长株

潭”正款款而来。依托轨道交通装备、中小航

空发动机、先进硬质材料等领域形成的产业

优势，加大与长沙、湘潭产业协同。

同时，三市在政务服务、医保联网、教育资

源合作共享等方面也取得较大突破：新生儿上

户和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丢失招领等实

现一体化通办，城镇职工医保实际缴费年限和

视同缴费年限实现互认，长株潭公共图书馆联

盟服务“一卡通”面向三市市民发行……

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中，株洲同

样充分发挥好“主战场”作用。成功打造韶山

至井冈山红色文化走廊和全国首条红色旅

游铁路专线，莲株高速、东城大道、东富大道

等建成通车，80多项高频事项实现“跨省通

办”，两地并肩迈入发展快车道。

推动产业由“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

展”：醴陵东富工业园与萍乡电瓷产业园合

作，携手打造世界级电瓷产业园；炎陵高新

区与江西省莲花工业园签订协议，共同打造

湘赣边区域产业升级合作示范工厂；醴陵、

上栗等县市签订协作协议，助推烟花产业融

合发展……

三市合力，“老表”齐心，株洲在区域协

调发展的舞台上正风生水起。

6. 擦亮改革创新“金招牌”

我市启动主题为“诚信建设株洲行”的诚信体系建设宣传活动。

通讯员供图

大唐华银株洲 2x100万千瓦扩能升级改造项目开工。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翔 摄

市发展改革委党员登上湘赣边“红色专列”，开展党性教育活动。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