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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 之石

·渌口区篇

2011 年，望城整体撤县设区成为长沙市第

六区。这些年，望城区采取圈层式递进的策略，

实现从“望城”到“融城”再到“建城”的转变。

首先，望城距离中心城区较近的乡镇优先

融城，推进商贸服务配套建设，促进产业和基

础设施与中心城区对接融合。然后，中心城镇

依托不断增加完善的交通干线，积极承接省市

的经济辖射和外部产业转移。同时，提升区域

内各个城镇组团的规模与实力，推动辐射区域

城镇逐步融城。

望城作为省会唯一坐拥 35 公里黄金湘江

岸线的城区，牢牢把握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

湘江新区和沿江建设、跨江发展等战略机遇，

形成以高速公路、快速干道为主体，轨道交通

和湘江航道为补充，水运港口与枢纽站场为依

托，陆路畅通无阻、水道充分利用、可持续发展

大容量、网络化的开放式综合交通体系。

紧扣“一江两岸”发展格局，望城先后在湘

江西岸布局望城经开区，在东岸布局望城经开

区铜官工业园，并始终将先进制造业作为“第

一选择”，聚焦智能终端、绿色食品、新一代半

导体、生物医药、新型合金、先进储能材料 6 大

重点产业链，招大引强，一批旗舰型项目争相

落户，在河西千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强势崛

起的同时，河东的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500亿级

产业集群也雏形显现。

同时，着力探索全域旅游创新之路，坚持

项目为王，以靖港古镇 2.0 版和铜官片区开发

建设为引领，集中推进一批文旅重点项目建

设，积极签约引进一批优质文旅项目，打造湖

湘文化特色街区，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

要素旅游场景，吸引大量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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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口区是带着明确
任务诞生的。

这两年，如果只看
关键方面，比如主要经
济指标两位数增长、培
育出湖南省中小工业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等，渌
口区确实在努力担负起
做大城市规模、拓展发
展空间、形成株洲新增
长极的历史任务。

但若把目光拓宽，
这些可圈可点，难以遮
盖成绩背后的隐忧：

53.93%的城镇化
率低于省市平均水平，
60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
高于省市平均水平，基
层治理压力不小；

制造业底子薄，观
念滞后，传统县域发展
模式没有本质上的革
新；

农村人口流失严
重，农业现代化程度低，
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
兴衔接工作任重道远；

……
撤县设区5年过渡

期即将结束，在“融”与
“不融”之间，在分工与
合作之间，在传统与革
新之间，渌口需要走出
更“合拍”的步调。

作为城郊，无论叫株洲县，还是叫渌口区，这片

区域，历来是城市发展重中之重。

建市之初的株洲县，定位就是株洲市区“米袋

子”“菜篮子”，它决定着株洲农副产品供应链的畅

通，“农业”的标签一贴就是几十年。

改革开放春潮浩荡，株洲县生产的农副产品一

路走高，市场处处有春风，一批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30 多个产品还成功走出国门，农村人口“离土不离

乡，进厂不进城”，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994年，渌口经开区成立，并被确定为 4个重点

省级开发区之一。株洲近郊，又接到新的时代任务。

然而，这一次似乎没有那么顺利了。市场日益

残酷，在多重竞争、技术壁垒、传统观念等各种因素

下，乡镇企业“退热”，发展势头逐步放缓。

渌口经开区成立后的10来年，引进的大量企业，

生产经营粗放式，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没有积累

技术人才，抵御市场的风险能力小，很快遭遇瓶颈

期。高起点的经开区，没有获得高速度、高质量。

随后，株洲县在 2003 年、2010 年分别启动建设

湾塘工业园和南洲新区。到 2012 年，株洲县 GDP 总

量仅占全市的 4.55%，相当于醴陵的五分之一，不足

攸县的三分之一。

“从传统农村自然经济走来，又赶上改革红利，

‘小富即安、小进即满’日子过久了，加上工业基础

和工业化思维先天不足，后天的培育步伐似乎又慢

了几拍，导致渌口的经济实力与发展条件颇不相

称。”一位渌口区的干部直言。

“醒得很早，起得很迟。”本土作家晏建怀这样

评价渌口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随着马家河、群丰、白关、雷打石、三门等近郊

乡镇相继并入株洲城区，虽然株洲县县域面积缩

水，但又给了株洲县新的机遇。

接纳上述乡镇后，当时株洲市区面积也不过

863.1 平方公里，不足长沙市区的一半。况且东、北、

西三面与长沙、湘潭接壤，已经到边，迫切需要做大

城市规模，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南拓成为不二之选，“株洲向南”的呼声持续多

年。2018 年，渌口正式撤县设区，一场区域协同、共

建共享的棋盘又布在渌口。

这一次，渌口抓住了机会。趁着长株潭都市圈

的东风，聚焦株洲先进制造业差异化优势，抢抓

高分子新材料产业。短短数年，渌口区引进高

分子新材料链上企业 40 余家，年产值超 40

亿元，聚集了国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8家、23家。

它确实展现出了巨大潜力，但要

真正成为新的增长极，还有诸多问

题无法回避。

株洲大多数企业处于产业

链中游，极度依赖高分子原材

料，而渌口仅有如时代华鑫、

时代工塑等少数企业可提供

少量的特定原材料，产业链

条如何延长？

全区仅有少数企业的产

品技术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

平，且主要集中在中车系，如

何发挥龙头带动、企业主体

创新作用，让更多科技成果

转化，实现“百花争艳”？

当前园区土地一级开

发压力较大，工业用地土地

报 批 指 标 紧 张 ，在 项 目 入

驻、产业加速提升的大背景

下，如何盘活低效用地，做好

腾笼换鸟的文章？

南洲新区商业、住宿、娱乐

等配套不足问题逐渐显化，如何

丰富上班之外的生活，留住高层

次人才、技术人才？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一

些干部动辄把没钱、没待遇挂在嘴上，

如何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

渌口要后发先至，必须保持紧张。

渌口的真正短板，还是在

乡村。

株洲市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21 年，

渌口全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6.5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25%。

其中有大量乡村 70%以上常

住人口是老年人。

乡村没有舞台，青壮年只

能外出。“之前常年季节性缺

水，尤其遇到干旱天，莫说灌

溉了，喝的水都成问题，年轻

人留在村里能干什么呢？”古

岳峰一位村民说，上一辈离乡

背井到城市打工，是解决温饱

问题，而年轻一代的离开，潜

在因素更多，但“不得已”是共

通的。

2021 年，渌口区 72 个“薄

弱村”村集体收入在 5 万元以

下 ，在 株 洲 县 域 中 现 象 最 严

重 ，以 至 于 组 织 部 门 开 展 的

“消薄”工作压力最大。

农村人口流失，既是共性

问题，也是一定的发展规律使

然。渌口区想了很多办法。

实施“教育振兴行动”，区

级领导干部兼任“第一校长”，

25 名区级领导兼任 33 所学校

“第一书记”“第一校长”。引入

市二中教育集团联合办学，打

造渌口教育品牌，推进乡村小

规模学校撤并和寄宿制学校

提质，市二中附三（南洲）小学

开设产业工人子女寄宿班。

此外，引进“柏连阳院士

创新团队”“邹学校院士团队”

等院士专家工作室，借力高级

智囊驱动乡村振兴。

如果说防止规模性返贫

是渌口的底线的话，

那么，保障粮食安全

就是它的生命线。渌

口历来是湖南省的产

粮大县，曾多次获得

“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荣誉，

2014 年起，在严格管控区进行

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不再种

植食用水稻，给农业发展带来

较大压力。

渌口也下了苦功应对。种

田的人少，就发挥村集体经济

组 织 优 势 ，变“ 私 种 ”为“ 公

耕”，引导农民将农务集中归

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再由村集

体经济组织统一安排精耕细

作；实施全区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三年（2023-2025）行动，与

天元区联合实施杨柳灌渠续

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工程，增强

返乡创业的信心；依托院士团

队，攻坚水稻绿色高效丰产栽

培技术体系等。

乡村振兴需要久久为功，

稍 有 不 慎 ，一 步 走 错 满 盘 皆

输，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直面。

目前，渌口农业产业化程

度不高，深加工产品不多，农

产品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

销售渠道不够畅通，每年都会

有各类农产品“滞销”的新闻

出现。

尽管相关部门、爱心人士

牵 线 搭 桥 ，但 卖 力 吆 喝 的 背

后，反映的是当地立体多样化

的农产品销售平台还未真正

建立，农产品生产规模小，没

有抱团取暖。加快农村物流快

递网点布局、加强农村电商人

才培育工作迫在眉睫。

当渌口把雄心望向现代

制造业，又该如何依托长株潭

两万亿级的 GDP 和两千万级

的 人 口 规 模 ，在 现 代 都 市 农

业、休闲农业的巨大市场里，

分一杯羹？

过去，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绿水青

山的生态优势，渌口一直被誉为长株潭的

“后花园”。这种自我认知，从发展规律看，有

一个致命的误区：“后花园”的休息是短期

的、间断的，是被动的等待。

换言之，在都市圈城际间你追我赶的竞

合态势下，谁要是紧抱“后花园”的想法不

放，只会在竞争浪潮中失掉先机。

幸运的是，渌口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经过广泛听取意见，“青春渌口，创业新城”

的发展定位应运而生。

客观来说，这样的定位更新不无道理。

交通优势今非昔比。由渌湘大道、渌口

大桥与龙洲路、湘江大道等构成的市区南部

快速环线已经极大缩短区域交通时间。在建

的醴娄高速、即将启动的京港澳高速东移

线，也将带动渌口深度融入高速路网。

产业氛围今非昔比。三届高分子新材料

产业技术论坛成功召开，让渌口在新赛道插

旗占位。在淦田镇，大唐华银落地，极端力能

实验装置项目选址，聚集效应初显。

文旅底子焕发新生。与风车相互映衬的

蓬源仙迎来了大批“帐篷族”，可看银河星

空、听蝉鸣鸟叫的花冲村成了综艺节目《花

儿与少年》的拍摄地，“五号山谷”民宿进驻

朱亭古镇，“经世·文创部落”项目将打造新

文旅产业体系，王家洲村的乡村美术馆也在

路上。

其中最后这项文旅，因为踏上流量风

口，最为广大市民所关注。

然而，与旺盛的文旅消费需求相比，渌

口地域文化资源挖掘利用实在太过单薄。

渌口古镇、古街、遗址不少，但以散点呈

现，未形成文化资源片，联动性较差，而开发

景点又“囊中羞涩”。

看看周边，炎陵有神

农谷，攸县有酒埠江，醴

陵有瓷谷，茶陵有工农兵

政府旧址，渌口靠什么吸引“流量”？

渌口打出节会、赛事牌。元宵烟火晚会、

风筝节、龙舟赛等一系列活动，确实让渌口

赚足了目光，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比如，今年 4 月湖南省首届风筝邀请赛

在渌口风光带举行，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其

中又有大量游客因为找不到饭店而遗憾离

开。这在前期策划活动时，完全可以在活动

场所放置美食地图、农家小院地图，或者推

出文旅引导小程序，把客人留住。

当代的年轻人旅游，往往是冲着体验来

的，甚至一杯奶茶、一串烧烤都可以成为奔

赴的理由。但如果区域干部缺乏游客思维，

不懂市场需求，不追踪消费热点，那么流量

上来了，服务上不来，赚了“吆喝”，也赚不到

“留量”，更没有“增量”。

近年来，渌口也通过举办人才节、大学

生寒暑假游园、青年人座谈会等活动，试图

打造一个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的城市。

热闹之外，不乏有“折腾、麻烦”的论调，

这恰恰反映出，部分干部思想保守、因循守

旧，习惯把“以往怎么做”当成金规铁律，实

则是本领恐慌的表现。

不思进取的小农思想；怕这怕那的畏

难思想；推三阻四的逃避思想；拖拖拉拉的

懒惰思想；大而化之的浮躁思想；顾此失彼

的片面思想；明哲保身的“好人”思想……

今年的渌口区三级干部大会，点出了部分

干部存在的十二种不良思想，一针见血地

指出：有的干部不想担当、不愿担当、不善

担当。

作为长株潭的“南大门”，湖南省最年轻

的城市，掣肘少、包容性强，新的发展方式、

发展理念可以更快落地，面对深化改革的痛

点难点，渌口要拿出“决不把难题留到明天”

的担当。

“青春”意味着活力，“创业”就是要闯

创干。

产业何以先进？

2. 乡村何以振兴？

3. 定位如何守住？
望城区：

圈层式递进
“一江两岸”协调发展

村民正在采摘黄辣椒村民正在采摘黄辣椒。。肖霜肖霜 摄摄

南洲生态新城。咏洲 摄

朱亭五号山谷。

咏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