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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两翼”是全省经济发展的骨架，
但光有骨架不行，有血有肉才能身强体壮、
生龙活虎。全域协同，就是要坚持点面支
撑、多点发力，支持全省各地立足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发挥比较优势竞相发展，打造更
多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多点发力，全域协同，在于强县域——
2020 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中，浙江有

18 个，湖北只有 8 个且位次靠后；GDP 过
千亿的县，浙江有 8 个，湖北一个也没有。
看数量，看实力，县域经济差距的背后，是
增长极、增长点的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
的差距。县域稳则大局稳，县域活则全盘
活，县域强则省域强。县域经济不强，全域
高质量发展就缺乏块状集群和点面支撑。
全域协同起来，就要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整体推动县域经济
发展。

县域经济的发展，是要素集聚的过

程。落实主体功能定位，推动人口集中、产
业集聚、功能集成、要素集约，能优先集聚
的优先集聚，能率先发展的率先发展。要
引进培育更多有终端产品的头部企业，带
动要素聚集发展，因地制宜打造“一县一
品”“一业一品”，形成一批特色鲜明、集中
度高、关联性强、竞争力强的块状产业集
群。

县域经济的发展，更是突破路径依赖
的过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不能为区位
决定论、条件制约论所困，固守“吃资源饭”
的老路。要敢于从“零资源”中突破，善于
发现市场的“空白点”，做好“无中生有、有
中生优”文章，做大做强块状经济，形成更
多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增长点。

多点发力，全域协同，在于强农业、强
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
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农业农村

现代化进程，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目标的进度和质量成色。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大头重头在“三农”，基础和
潜力也在“三农”。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
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没有农业农村的现
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
起不来，乡村就业就没有渠道，农民持续
增收就没有源头，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根
基。

推动农业产业化刻不容缓。湖北是农
业产量大省，有产量、有规模，但是缺响亮
的本土品牌，缺完整的产业链条，仍然不
是产业强省。要把基点放在农民增收上，
把着力点放到产业发展上，千方百计让农
业产业化强起来，千方百计壮大村集体经
济，千方百计把农民收入提高起来，让农
民参与产业化进程，深度融入产业链价值
链，让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把农产品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推动湖
北由农业产量大省向产业强省转变，抬高
全域发展的底板，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
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区域发展从
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

“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
历史的指针，指向新的刻度。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湖北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展开新的布局。

楚人自古崇凤，如果把“十四五”时期
的湖北比作一只“金凤凰”，“一主”就是凤
头主干，起引领性支撑性作用；“两翼”就是
翅膀，通过发力赋能，展翅高飞；“全域”就
是羽毛，能量充沛、活力四射，助推整体跃
升。

围绕构建“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
协同”的区域发展布局，全省各地不断开
拓新的发展空间、激活新的发展动力。“十
四五”时期的湖北，一定能向着更加均衡、
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方向阔步前行。这一
只“金凤凰”一定能展开翅膀，高天任飞
翔！

湖北日报评论员

一主引领 两翼驱动 全域协同

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解读

——论科学优化区域发展布局

“
百年交汇，谋篇布局。

踏上“十四五”新征程，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区域发展布局的科学优化，是经济规律的客观

要求，是着眼长远的战略考量。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看全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

要空间形式。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

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

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

看湖北，发展不够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湖北

最大的实际；县域经济不强是湖北高质量发展的突

出短板；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是制约湖北农业农

村现代化和全域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

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

发展的路子”“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

对平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区域协调发展的

辩证法。

适应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新形势，聚焦我省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和弱项，呼唤区域协调发展

的大视野、新思路——

如何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

系，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

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经济布局？如何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

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快构建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系统？

着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提出的“建

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的重要要求，继承和发

展历届省委省政府区域发展战略，省委十一届八次

全会立足湖北省情，适应国家区域政策调整变化，

提出着力构建“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的区

域发展布局。

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心城市与
其他区域之间的关系是集聚与辐射并存的良
性互动过程，即先将资源集聚到中心城市形成
增长极，中心城市发展后又对其他区域产生辐
射带动作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增强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
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一主引领”不再局限于武
汉一市，而是既要充分发挥武汉的龙头引领和
辐射带动作用，也要充分发挥武汉城市圈同城
化发展及对湖北全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发挥武汉的引领作用，关键在于“强功
能”——

湖北发展不够，也包括武汉在内依然不够
大不够强的问题。大武汉之“大”，不仅体现在
规模之“大”，更要体现在功能之“强”。城市的
功能，是超越了数量和规模的核心特质，是独
特的竞争优势。没有中心城市强大的资源集
聚、功能服务能力和辐射带动引领作用，整个
区域就难以快速发展。

旗帜鲜明支持武汉做大做强，就是要充分
发挥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
城市的龙头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龙头引领，
在于增强高端要素、优质产业、现代金融、先进
功能、规模人口的集聚承载能力，加快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
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全面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辐射带动，在于深化要素整合、产
业转型、交通对接、创新协同、市场联动，带动
全省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全面提
升。

发挥武汉城市圈的引领作用，关键在于
“同城化”——

武汉城市圈是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城市圈之“圈”，不仅是地理上的相邻，
更是内部之间打破壁垒、拆除藩篱，使要素的
流动不受城市距离和行政区域的限制；同城
化不是同质化，而是要按照差异化定位、有序
化协作、同城化发展的思路，协同发展、联动
发展。

加快同城化发展，发挥武汉城市圈对全
省的辐射带动作用，就是要打造武汉城市圈
升级版，加快形成城市功能互补、要素优化配
置、产业分工协调、交通便捷顺畅、公共服务
均衡、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城市圈，让“1+
8”协同协作、一体发展，让城市圈由一座“高
峰”变成“群峰矗立”的“高原”，以发展水平和
整体实力的提升，辐射带动全省全域高质量
发展。

“一城大”不是问题，“一城独
大”才是问题；而“一城独大”，问题
不在“一城”，而在其他“多城”。从
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湖北与我
国经济实力较强省份的差距，主要
在于缺乏多极多中心，在于以省域
副中心城市为首的“两翼”实力还不
够强、贡献还不够大，特别是缺乏五
千亿至一万亿经济规模和能级的城
市支撑。

从“一主两副”到“一主两翼”，
“两副”是点，“两翼”是扇面；“两副”
着眼稳定性，“两翼”着眼协调性。
从以城市点轴式发展模式优化提升
为城市群块状组团、辐射带动的模
式，以襄阳、宜昌两个省域副中心为

“两翼”的重要引擎，形成雁阵效
应。“宜荆荆恩”城市群与“襄十随
神”城市群，一南一北，构成支撑全
省高质量发展的南北列阵，形成“由

点及面、连线成片、两翼齐飞”的格
局。

“两翼”是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实现开放发展的“两翼”。“襄十随
神”落实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
建设成为联结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
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的重要
纽带。“宜荆荆恩”落实长江经济带
发展战略，建设成为联结长江中游
城市群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重要
纽带。

“两翼”是立足自身区位和优势
进行产业布局的“两翼”。“襄十随
神”发挥汉十高铁、焦柳线、中欧班
列等通道优势，打造以产业转型升
级和先进制造业为重点的高质量发
展经济带。“宜荆荆恩”用好长江黄
金水道、沿江高铁东西通道和焦柳
线，打造以绿色经济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带。

（一）
“一主引领”，既是武汉“领唱领舞”，
也是武汉城市圈“合唱共舞” （二）

“两翼驱动”，
是发展模式由“点轴式”向“扇面式”的演进

（三）
“全域协同”，
是构建多点发力、“有血有肉”的增长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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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岸线宜昌段已成为游览观光的新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