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5日，台北，
日本政府办公室门
前，示威者高喊“钓
鱼岛是我们的！”抗
议日本强占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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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
内在要求。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的重大战略。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
进一步强调，要通过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
调整经济布局，带动全局发展。省委、省政
府敏锐地抓住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 在省
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了“实施区域发展总体
战略，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的总体部
署，明确要求：加快推进长株潭城市群全国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大湘
南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大湘西武
陵山片区国家扶贫攻坚示范区、 洞庭湖生
态经济区等四大区域板块发展。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是湖南重大机遇

省委、省政府分析认为，中央实施区域发
展战略提供了“金钥匙”，湖南要在科学发展的
“快车道”上加油提速，就必须抓住这一战略机
遇，加快四大区域板块发展，从而使各个区域
都能“动”起来，带动全局“活”起来。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走
活湖南国土空间开发“一盘棋”。省委、省政
府认为，只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才能实现

分类开发，防止“千篇一律”，避免国土空间
开发的雷同模式；才能实现合理开发，防止
“拔苗助长”，避免国土空间开发的“泡沫”
现象； 才能实现有序开发， 防止“一哄而
上”，避免国土空间开发的短期行为。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适
应加快转方式的大趋势。省委、省政府分析
认为，只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才能扬长避
短优布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解决
结构单一和低水平重复的问题； 才能齐头
并进强功能，推进城乡结构调整，进一步解
决城乡之间“鸿沟”的问题；才能因地制宜
活全盘，推进区域结构调整，进一步解决资
源配置分散的问题。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实
现全省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期盼。省委、省政
府分析认为，只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才能
进一步提高“输血”效应，在政策、资金等方
面加大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扶持，实
现区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流
动， 缩小不同地区公共服务差距和人民生
活水平差距；才能进一步强化“造血”功能，
发挥各地资源优势，优化区域发展战略，加
快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发展。

构建立足湖南实际的
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为了抓住促进湖南区域协调发展的新
机遇，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着力优化提

升环长株潭城市群，加速崛起大湘南，扶持
发展大湘西，加快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努力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 经济优势互
补、 国土空间高效利用、 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加快长株潭试验区改革建设，打
造湖南快速发展的“黄金带”。目前，试验区
核心增长极作用逐步显现。2011年，长株潭
三市和环长株潭城市群八市GDP分别达到
8321亿元和1.55万亿元， 占全省GDP的
42.4%和79%。

———加快湘南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打造湖南跨越发展的“起跳板”。
目前， 大湘南地区经济正实现快速发展。
2011年，衡阳、郴州、永州三市经济增长速
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 三市经
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提高到1/5强。

———加快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
攻坚试点建设，打造湖南协调发展的“新动
车”。大开发带来了大发展，目前，大湘西地
区经济活力显著增强，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不断提高。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1379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4143元。

———加快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打造
湖南均衡发展的“增长极”。建设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对维护国家粮食生产安全、保障长
江流域水资源生态安全、构筑长江黄金水道
发展轴线、进一步完善湖南区域经济发展总

体布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洞庭湖
经济区经济总量已占全省的1/4。

用改革创新精神
加快区域协调发展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一项新战
略，又是一个大工程。省委、省政府强调，必
须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进一步明确开发定位，创新政策体系，改革
评价办法，完善协调机制，努力把这一战略
实施好，把这一工程建成功。

———在政策上坚持“五个完善”，推进
分类管理。通过实施这些区域政策，财政转
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2011年省财政安排
市县转移支付资金增长18.8%，各区域基本
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得到增强，
差别化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格局逐渐形成，
人口分布更趋合理。2011年环长株潭城市
群城镇化率提高到49.8%，比全省平均水平
高4.7个百分点。

———在推进上抓好“五项工作”，增强
协调互动。通过这些工作，全省主体功能区
布局更加明确， 各主体功能区共同发展的
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在评价上突出“两个优先”，健全考
评机制。通过实施“两个优先”，全省正在形
成按照不同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考
核的科学评价体系。 ■省委宣传部供稿

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

以“四大区域板块”激发发展活力
———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上的认识与实践

14名中国香港保钓人士被日本抓
扣的消息撩动各方神经。

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15日
晚对此作出回应，鼓动日本首相野田佳
彦立即登陆钓鱼岛。而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16日报道， 美国务院发言人纽
兰重申，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并无立
场，美方期望宣称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国
家，通过和平方法解决问题。

东京都：坚持“购岛”
据日本媒体16日报道， 东京都知

事石原慎太郎15日就香港保钓人士登
岛一事表示， 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时
期， 首相再不去钓鱼岛就是一种怠慢
的表现。 石原称：“日本首相为了消费
税敢赌上自己的生命， 那么再拿自己
的生命去赌一次钓鱼岛如何？”

石原称，“类似这次的事情越多，
认为东京都应该购买钓鱼岛并加强

有效控制的呼声大概就会越高。包括
竹岛 (韩国称独岛)问题在内，日本政
府的应对方式将受到考验。” 他表示
将等待政府的判断。石原强调，事件
对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计划，完全没
有影响。

美“不持立场”望和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

兰16日表示， 对于这次中日钓鱼岛争
端，美国“不持立场”，但希望中日和平
解决，认为“任何挑衅行为都无助于争
端的解决”。

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
奇进一步表示，“在对所有具体情形还
不知情的情况下， 美国是不可能给予
‘假设性’回答的。不过，我们会保证尽
一切努力控制争端， 使得事态维持现
状，这关系到美国利益。美国会在此事
件中注入‘外交能量’。”

石原慎太郎鼓动首相登岛
美国称“不持立场”望和解

日本15日抓扣了14名中国香港保钓人
士，日本首相野田称，将对他们“依法严肃处
理”。野田的话是说给日本人听的，中国决不
买账。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法律无效，中
方不会接受日方针对保钓人士的任何法律
程序，日方必须无条件放人。

在保钓人士成功登岛后，中日外交博弈
的续集才是这两个亚洲大国的真正角力。这
一次保钓船的注册地是香港，特区政府与内
地联手向日方施压，最终迫使日方释放被抓
扣的保钓人士应当能够做到，中方应坚持不
接受日方的所谓“依法审判”，也不对日方做
任何其他妥协。

围绕钓鱼岛，中日拼的是实力，也拼“狭
路相逢”的勇气。日本刚从韩俄那里在岛屿
争端上吃了亏，憋了不少气。然而因日本今
年以来“购买钓鱼岛”等挑衅，中国社会同样
对日本憋了一肚子气，现在是中国与日本在

钓鱼岛上拼意志的时候。
中国公众很多人搞不懂为什么钓鱼岛

是中国领土，却被日本占着，以及为什么解
放军不派军舰为保钓人士护航。一些人还成
心以此做文章。中国内部面临了解钓鱼岛复
杂现实、让坚决保钓与中国战略利益彼此协
调的长期任务。 中国社会须搞清楚一个事
实：民间保钓行动都是由国家综合实力做支
撑的。 政府未对保钓人员登岛提供公开支
持，并不意味着保钓人士是孤立的。他们能
安全地去，最终能安全地回，日本巡逻船向
他们打水炮，而非打真炮，这都是中国国家
力量在震慑和护佑。

现在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必须能
够做到将保钓人士尽快安全救回，使他们避
免被日本法律处置。只有这样，这次民间保
钓行动的实际效果才是正向的，中国的分才
不会被日本拿走。 ■据环球时报

中国官民默契是保钓成功之本

背景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庆尚北道政
府16日表示，将于19日上午在韩日争
议岛屿独岛(日本称竹岛)举行“守护独
岛标志石碑”揭牌仪式，欲展现韩方捍
卫独岛的意志。或许，这将拉开韩日间
就争议岛屿的又一次博弈。

此前，8月10日，韩国总统李明博
登上独岛；接着，8月13日，数十名韩
国人组队从韩国出发， 以接力形式游
往独岛，庆祝15日的光复节。

韩日关系恶化的同时， 俄日关系
也正经受着考验。约一个月前，俄总理
梅德韦杰夫也登上了与日本有争议的
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此外，

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 将在8月25日
到9月17日之间派遣两艘船只到南千
岛群岛， 纪念二战结束时死在那里的
苏联士兵。

随着本次中日钓鱼岛事件的升
级， 亚洲海域的岛屿冲突问题愈发引
人关注。15日，《华尔街日报》头版发文
称，日本目前面临着来自中国、韩国和
俄罗斯的三方压力， 这些国家与日本
都存在岛屿争端，且愈演愈烈。文章还
指出， 日本国内日渐膨胀的民族主义
情绪正牵动事态向恶化方向走去，四
国关系变化将影响亚洲现有格局。

■综合法制晚报

岛屿之争，日本腹背受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