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图

本报6月22日讯“在学习前，我觉得科学发展
观理论离自己的现实很远，通过学习，觉得科学发
展观就在自己的身边，在社会的每个领域、每个角
落……”这是一名长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在学习心
得本上写下的一段话。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长沙理
工大学充分发挥形势政策课主阵地作用，对全校
大一至大三年级826个教学班级的23876名学生进
行了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讲授和全面
教育。采用专题讲授、课堂讨论、学生演讲等多种
形式，增加课堂教学互动环节，极大激发了学生深
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兴趣和热情。

同学们还通过自编自导道德小品进行自我教
育，以团队报告会、经验交流会进行朋辈教育，以
实践风采展示、实践活动评比、实践成果展播等形
式，深化学习实践活动，达到“进头脑”的目的。

■记者刘燕娟实习生吕晶

长沙理工大学：
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

□新闻链接

长株潭公交车的开通大大方便了三地市民的出行(资料图片) 记者徐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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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忌赛马，胜在布局。

根据地缘位置， 湖南大致可

划分为长株潭、环洞庭湖、大湘西

和湘南四大相对独立区域。 四大

区域齐头并进不可能， 必须握紧

拳头保重点，“3+5”城市群建设的

发展布局应运而生。“3+5”城市群

建设，就是以“3”为龙头，构建区

域经济核心。 长株潭三市总面积

占全省的13.3%， 人口占全省的

19.2%， 区位和交通条件优越，集

中全省70%-80%�的高科技人才

和生产要素， 城镇化率比全省平

均水平高12.89个百分点，地区生

产总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40.9%，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中扮

演着核心角色， 是湖南新型工业

化和新型城市化的“龙头”。

对这个“龙头”，国家寄予厚

望，批准长株潭城市群承担“两型

社会” 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重任，要求实现三个建成：建成全

国“两型社会”建设的示范区；建

成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农业

现代化的引领区； 建成湖南经济

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3+5” 城市群建设， 还要以

“5” 为拓展面， 构建区域经济体

系。长株潭发展要拓展空间，需要

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这

是区域经济核心发挥带动作用的

“外溢”需要，也是城市群建设发

挥辐射作用的“布网”的需要。5个

城市，要紧紧围绕长株潭“两型社

会”试验区建设，主动对接、主动

服务、主动配套。总的要求是，立

足各自特色，明确自身定位，从提

高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高度，重

点构建区域统筹规划、 区域产业

统筹布局、区域设施统筹建设、区

域市场共建四个体系。

区域统筹规划体系， 即根据

提升完善后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

总体规划，高起点、高标准地开展

“3+5”城市群区域规划编制工作。

区域产业统筹布局体系， 即按照

“发挥优势、自主创新、有机融合”

的思路， 立足各市比较优势和现

有基础， 顺应产业转移、 扩散规

律，突出城市群产业分工，提高区

域主导产业在城市群的本地化配

套率，形成区域性的产业团队，打

造产业高地。 区域设施统筹建设

体系，即在基础设施上超前谋划、

统筹布局建设， 重点建设一批区

域性的枢纽工程、物流中心等，成

为城市群的公共服务平台。 区域

市场共建体系，即按照“大市场、

大商贸、大流通”的思路，促进区

域生产要素快速流通， 资源优化

配置。

推进“3+5”城市群建设，必

须努力实现“三个率先”：率先形

成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新机制，率先积累传统工业化成

功转型的新经验，率先形成城市

群发展的新模式 。“三个率先 ”，

是长株潭试验区改革建设成功

的 重 要 标 志 ， 也 是 我 省 实 现

“3+5”城市群建设科学跨越发展

的必经之路。

当今世界经济大国都有世界级的城市群支撑，美国纽约都市圈、日本东京都市圈、英国伦敦都市圈等就是城市群的典范。中国正在形成以北
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大连、济南、青岛、沈阳、长春、武汉等中心城市为核心的18个都市圈。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国土面积约占全国的
2.6%，2008年GDP总量占全国的1/3，财政收入占全国的40%。建设城市群，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有利于发挥覆盖地区的综合优

势，有利于促进企业实行跨地区、跨行业的专业化协作，使整个区域的整体功能得到很好发挥。
在省第九次党代会上，省委借鉴国内外城市群建设的经验，根据湖南的发展实际，提出加快“3+5”城市群建设，即加快以长株潭3个城市为中心，以一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

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5个城市在内的“3+5”城市群建设，同时重视大湘西开发和湘南开放。以“3+5”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带动我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形成以
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体系，这是我省在发展布局上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

加快“3+5”城市群建设，必须

统筹兼顾，协调促进发展。

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

是要求各市州的城市建设大体相

当。我们所说的全面发展，是加强

区域协作的全面发展， 是优势互

补的错位发展。

实现工业、 服务业和知识经

济相协调， 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

模式的工业化之路。纵观全世界，

城市化发展主要取决于工业的推

动、 服务业的吸引和知识经济的

崛起。 如果说工业是城市化在

“量”上的扩张，服务业是城市化

在“质”上的飞跃，那么知识经济

则是城市化在“度” 上的综合体

现。为此，我们要顺应世界城市化

发展要求，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大力发展优

势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逐步

淘汰限制性产业，为“3+5”城市群

的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

实现生态化、 集聚化和特色

化相协调， 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

模式的城市化之路。 就我国城市

化发展来看， 城市建设呈生态化

趋势， 这体现为城市设计的绿色

原则和城市管理的环境标准；城

市运行呈集聚化趋势， 已从单个

城市走向多个城市整合， 从多个

城市简单整合走向城市群一体

化， 许多城市相互连结成大型城

市群；城市风格呈特色化趋势，打

破了过去千城一面的僵局。 一是

要坚持大城市带动， 走以城市群

为主体形态之路， 做大做强做优

一批大城市和城市群， 引领产业

兴市。二是要坚持规划引领，走科

学定位城市发展之路， 搞好顶层

设计， 加强对规划实施的领导和

管理，保证规划全面实施。三是坚

持湖南特色，走个性城市化之路。

要坚持差异发展、特色取胜，引导

和保护城市的个性发展和特色发

展，形成个性化的产业、生态、文

化和人居环境， 探索一种内陆城

市开放发展的新模式。

坚持城乡兼顾、 区域兼顾，落

实省统筹、市为主。城乡兼顾，就是

要通过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带

动新农村建设， 积极构建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机制。湖南作为农业

大省， 必须紧紧抓住重大历史机

遇，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

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全面推进新

农村建设，率先建立城乡发展的新

模式。区域兼顾，就是要坚持优势

优先、协调发展，发挥长株潭的辐

射带动作用，实现以“3+5” 城市群

带动“6”的发展。要加快推进湘南

地区开放发展，推动邵阳、怀化等

“三线” 建设时期的重点城市加快

经济转型。落实“省统筹”，就是省

委、省政府要加强领导、抓好统筹

协调，推动长株潭试验区改革建设

步调一致地有序推进；“市为主”，

就是要充分调动三市的积极性，突

出三市在试验区建设中的主体地

位。而从“3+5”城市群和全省来看，

“3”要发展，“5” 要发展，全省其他

市州都要发展， 要坚持市为主，实

现各个城市竞相发展。

【发展】
“3”“5”“6”互补齐飞

布局离不开条件，条件制约着布局。

由于各市州的发展不平衡、 所处地理

位置有差异，理应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我

们要研究利用发展布局的各种条件， 包括

与布局相联系的、 对布局发生作用的诸要

素的总和，才能稳操胜券。

以“6”为联动力，构建区域性中心城

市。“3+5”城市群建设，与“6”包括郴州、

永州、邵阳、怀化、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等市州的城市建设并不是毫无

联系。因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是14

个市州面临的共同的时代课题; 新型工

业化、新型城市化也是省委、省政府面向

全省提出的富民强省战略，“3”“5”“6”

都是两大战略的覆盖范围， 都是其中的

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成熟阶段的都市经

济带都是一个一个的城市圈相互交叉、

重叠、渗透，串在一起的，“3”“5”“6”就

是这么一种联动关系。而且，“6”又是所

在地域的经济中心， 同样有打造自己“

经济圈”的任务。“6”的中心城市在发展

基础和条件上不如长株潭，但在政策、地

缘区位、交通、资源等领域，都具有独特

优势。要以湘西、湘南开发为抓手，以大

开发、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尽快培育形成

一批特色鲜明的现代大中型城市， 并依

托这些中心城市， 努力形成覆盖全省的

更大范围的城市群。 依托地缘优势， 加

快推进湘南开发。依托特色产业，加快推

进湘西开发。

以小城镇为网络结点， 构建城乡一

体化格局。“小城镇” 是全省整个区域经

济这个大网中的无数网结。 繁荣小城镇

对于壮大县域经济， 吸纳农村人口就近

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近年来，通过抓城镇体系优化、抓

产业发展壮大、抓城镇功能完善，我省小

城镇建设取得了明显成绩。

【谋划】
“6”地联动齐努力

借鉴世界级城市群经验提速“3+5”
以长株潭为中心，一个半小时交通圈为半径，打造“五城之翼”

□【《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摘编】·之七

湖南有14个市州，除了“3+5”城市群，还有其

他6个市州。“3”、“5”、“6”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

王征国看来，三者之间是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是

以“3”为龙头、“5” 为拓展面、“6”为联动力的错位

发展。访谈中，他以田忌赛马、胜在布局的典故入

手，浅谈了对湖南发展布局的独到见解。

“应该说，省委提出要壮大‘3+5’城市群是顺

应时代潮流之举。”王征国首先从国际背景进行分

析。当今世界经济强国，都是以顶级的城市群为支

撑的，像美国纽约都市圈、日本东京都市圈，其经济

总量几乎占了各自国家经济总量的2/3。其次从国

内背景看，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国土面积虽然只

占全国的2.6%，2008年GDP总量却占全国的1/3，

财政收入占全国的40%。我省借鉴了国内外城市群

建设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加快以长株潭3

个城市为中心，以一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包括岳

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5个城市在内的“3+5”城

市群建设，同时重视大湘西开发和湘南开放。

另外，就地缘位置来看，湖南大致可划分为长

株潭、 环洞庭湖、 大湘西和湘南四大相对独立区

域。“这四大区域不可能齐头并进，，不能眉毛胡子

一把抓，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握紧拳头保重点。”

王征国根据非均衡发展规律分析， 开始解读以

“3+5”城市群为重点的发展布局。

以“3+5”城市群为发展布局的重点，这是画龙

点睛之笔。“但红花虽好还要绿叶来扶持，必须把它

置于全省的新型城市体系之中。”王征国认为，必须

构建以“3+5”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特大城市为依

托、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体

系。因为，成熟阶段的都市经济带都是一个个的城

市圈相互交叉、重叠、渗透在一起的，“3”“5”“6”就

是这么一种联动关系。这种联动，有利于构建区域

性中心城市，促进企业实行跨地区、跨行业的专业

化协作，使整个区域的整体功能得以发挥。

同时，科学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就各

板块制约布局的条件来看，王征国认为，关键是要

把握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有的区域环境破坏严

重，保护好那里的环境就是第一位的；有的区域更

加适合发展农业或林业， 那么推进这一区域的农

业现代化就显得尤其重要； 有的区域更加适合发

展工业，那么那里就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区域。“我

们要注重研究制约发展布局的各种条件，‘一切以

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这才能够稳操胜券。”

如何把壮大“3+5”城市群的战略布局落到实

处？王征国认为，要走两条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

城市化之路。“坚持湖南特色，走个性城市化之路，

引导和保护城市的个性发展和特色发展， 形成个

性化的产业、生态、文化和人居环境，探索一种内

陆城市开放发展的新模式。”

■记者刘燕娟实习生吕晶

坚持湖南特色

走个性城市化之路

访省委讲师团学习服务处
处长王征国教授

□专家访谈

王征国谈我省发展布局记者罗新国摄

【布局】
“3”为龙头“5”为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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