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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前行，布大局谋跨越“撬动未来”
2013年3月31日， 贺安杰任

株洲市委书记。5月16日，毛腾飞
当选株洲市市长。这对具有研究
生学历、 硕士学位的新搭档，将
给株洲带来什么？

株洲是一座因工业而生、因
工业而立、因工业而强的老工业
城市，享有“工业重镇”的美誉，
顶着种种的光环。而荣耀与辉煌
属于过去， 株洲在寻找新的支
点，撬动未来。

今年1-9月， 在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的背景下，株洲市的GDP
增长9.2%，高于全省和全国的增
长。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这个
成绩来自于新一届市委、市政府
的“转型升级”总战略。“把转型
升级作为总战略，既是国际国内
环境大势所趋，也是株洲的现实
需求。”新一届市委、市政府这样
剖析。

形势逼人

2012年，株洲规模工业总量
在全省排名第6位， 第三产业发
展在全省排名倒数第二位；上世
纪80年代初，苏州和株洲发展处
于同一水平线上，2012年人均
GDP扩大到4.12倍；长沙经济总
量近些年与株洲也越拉越大，从
2000年的2.31倍， 到2012年达
3.64倍；县域经济上，原来醴陵基
础优于浏阳，而这些年浏阳却已
远远超过醴陵……

“为什么我们一再被超越，
为什么别人越跑越快”，“左邻右
舍”的强势崛起，触动每个株洲
人的神经， 也拷问着书记和市
长。

怎么办？ 从国际国内形势
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深度转型
调整期，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
倒逼株洲提高创新能力、转变发
展方式。从自身来看，株洲是一
个典型的重化工业城市，长期依
靠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
方式，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不强，老工业区的污染治
理任务艰巨。市委、市政府清醒
地认识到，走传统的发展路子已
经行不通了， 必须把转方式、调
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发
展中促转型，在转型中促发展。

株洲市委、市政府果断出台
了“转型升级”的总战略。转型的
核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以
发展方式的转变带动政府职能
转变、社会治理创新、领导方式
和工作方法的转变。 升级就是
“三量齐升”，做大总量，优化质
量、提升均量。在总战略指导下，
打好产业振兴、县域崛起、城镇扩
容提质、两型建设“四大攻坚战”。

加减乘除

总战略出来了，战术也就好
定了。株洲用“加减乘除”来推动

各项战役。
作为老工业城市， 转型升级

的主战场自然在工业上。 工业转
型有加有减，既兴企业也灭企业。

勇做减法。经过60余年发展，
株洲形成了化工、 有色冶炼、建
材、机械制造四大传统支柱产业。
株洲主动放弃传统支柱产业中三
个属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
“三高” 产业，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 大力推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
关停并转，淘汰落后产能。

多做加法。加快支持优势产
业优先发展， 大力推进轨道交
通、航空、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服
饰、 陶瓷等五大产业集群发展，
并重点依托轨道交通、 通用航
空、汽车三大动力产业，全力打
造“中国动力谷”。 支持电子信
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
业快速发展。

力做乘法。把创新作为加快
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产品创
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实现
产业升级的乘数效应。

善做除法。一方面，把扶持
的分子加大，出台多项政策加大
对企业的服务力度； 另一方面，
全面深化改革，把约束的分母减
少，释放改革发展红利，解除束
缚企业发展的各种障碍。

两个增长极

2013年9月27日， 株洲高新
区河西示范区，一个小小的项目
开工仪式却引起省内外的广泛
关注。这个项目就是株洲市培育
和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核心
载体———“中国动力谷”。

经过几十年的科技沉淀 ，
“天上飞的、轨道上跑的、道路上
行驶的”， 其核心动力系统都是
株洲生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
处于前列。“让优势产业优先发
展，集聚裂变，做大做强。”2013
年，株洲提出打造“中国动力谷”
的战略目标。计划通过十年的创
新发展，将株洲高新区打造成一
个动力产业集聚、 创新能力超
强、引领国际动力产业发展的世
界动力谷。

从面积上来说，1.1万平方公
里的株洲市已难以承载株洲宏
大的工业骨架和远大的理想，急
需扩容提质， 向东向南长大长
高。而2013年11月初，习近平总
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对湖南做了
“一带一部”的区域战略定位，株
洲市委、市政府敏感地捕捉到其
中的机遇：建设“湖南东大门”，
打开“湖南东大门”，其势已成，
其时已至。

在株洲市委、市政府的蓝图
上，动力谷和“湖南东大门”是株
洲的两个增长极。动力谷是发展
的新引擎，东大门是拓展的新天
地，让株洲越跑越快，越飞越高！

“三量齐升”转型升级初见成效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 株洲
“转型升级”已初见成效。

从转型来看，实现了经济结
构优化，经济增长点、增长动力
的转换：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传统产
业在加速淘汰，一批具有较强市
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在迅速崛
起。 轨道交通产业跨越式发展，
今年将成为株洲首个千亿产业。
清水塘地区总产值由高峰的400
亿元降到现在的100亿元。 第三
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每年都增长1
个百分点， 税收占比超过了一
半。这几年，县域经济每年也提

升1个百分点， 去年占全市GDP
总额的近52%。

增长动力转化。集中体现在
科技创新上，科技创新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每年都提高1个百分
点，今年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贡
献率达到60%左右， 由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转变。

增长方式转变。天气良好率
逐步上升， 截至今年11月30日，
株洲环境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
数267天，空气质量6项主要污染
物浓度均大幅下降。在清水塘的
治理中， 近几年共关了多家企
业。攸县的小煤窑、醴陵烟花也

在关停。高污染、高排放转向生
态环保的发展方式。

从升级看， 实现了“三量齐
升”。 一是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名
是往前移的，主要经济指标这几
年在全省的排位都前进了 1-3
位，有的前进了5位。株洲不但没
有出现“东北现象”，而且增速高
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去年，全
市GDP、园区技工贸收入、存款
余额均突破2000亿元， 规模工业
增加值、贷款余额过1000亿元。二
是运行质量明显提升。三是人均
均量稳居全省第二，人均GDP即
将迈进1万美元。

9月18日，南宁，第十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在展位上展示出口马来西
亚的城际动车模型。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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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工业名城的“痛”与“快”观察

国内第一台航空发动机，
第一枚空空导弹， 第一台电力
机车……建市60余年， 株洲缔
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180多项第
一，GDP由1.2亿元增加到 2000
亿元。中国南车、株冶集团、株硬
集团、南方航空等重量级大型企
业在株洲诞生。

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时代
的车轮滚滚前行。2013年初夏，
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站在株洲的
土地上，面对前有强敌、后有追
兵的形势，感到了一份沉重。

新的市委书记、市长，这一
对高学历组合，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将为株洲带来什么？

他们谋划了“转型升级”发
展的总战略，以新型工业化为主
线，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手，以

创新驱动为发展动力，以动力谷
和东大门为两个增长极，以新兴
产业拓空间，走进了一个新的时
代。有减有加，有退有进，株洲确
立了自己生长的方向。

株洲在改变。经历了转型的
阵痛，也比别人先尝到了成功的
快乐。今年1-9月，在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的背景下，株洲市的GDP
增长9.2%， 高于全省和全国的增
长。与经济高增长相对应，株洲空
气、水等环境质量正逐年改善，空
气质量处于全国中上水平。

砍掉百亿产值， 还市民碧水
蓝天； 告别传统支柱产业， 构建
“五城四基地” 九大产业新格局。
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老工业
基地，走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生态环保的“两型”发展新路。

一座城市以收放自如的智
慧，在转身之间完成了一个精彩
的跳跃。 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
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市委书记贺安杰的目标，是
要建设一个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的新株洲。在他的心里，新株洲
将这样来描述： 综合实力更强，
发展质量更高， 创新活力更足，
生态环境更美， 服务效能更快，
人民生活更好。

市长毛腾飞说，动曾经的发
展根基，去落后产能，谋新篇布
新局，培育发展新动能，是一条
艰难的路。瞄准一个方向，坚定
地往前走， 一定会走出一条新
路。株洲已经起步，我们有信心
走向美好的明天。

株洲，是一座老工业城市，也是湖南的经济重镇。2013年以来，根据中央的部署和省委的要求，株洲市委、市政府结合株
洲的实际，在广泛调查、集中民智的基础上，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奋力打造株洲发展升级版”的总战略。两年多过去，成效显

现。在外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前提下，株洲保持了一个高于全国、全省的发展速度，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和来势。从今天起，本报连续推出
《“动力之城”———转型升级新株洲》系列报道，讲述工业名城转型升级的故事，解读一个城市的蝶变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