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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眼界 中国视野

黄石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江南长江中游沿岸，武汉城市圈副中

心城市，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和国务院批准的沿江

开放城市之一。 先后获得 “水环境治理优秀范例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首个“电子政务试点城市”、“国家级创建创业型城市”、“全国

科技进步示范市”、“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国家节水型城市”、

“

2010

中国十大经济转型示范城市”、“全国集邮文化先进城市”、“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城市”、“全国创业先进城市”、“中国观赏石之

城”、“中国男装名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挤出模具之都”、“国

家外贸转型升级黄石服装示范基地”称号和“全国水环境治理人居环境

项目范例奖”。毛泽东主席曾两次亲临黄石视察工作。

黄石改革亮点频闪，在全国全省有地位、有影响。如：在全省率先

推行市区管理体制改革；在全省率先推行“一主四化”为核心的警务体

制改革；在全国率先建立“五个一”保障性住房建设模式；在全省率先推

行“两集中一代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药品采

购集中配送试点；在全省率先将城区新农合并入城市居民医疗保险。

湖北黄石：城市名片

黄石：转型跨越起浪潮

核心提示：

黄石，

3000

年矿冶之城，

3000

年矿冶

文明。

矿冶，既是黄石文化之根基，也是黄

石工业经济发展史的关键词。

“坐在”矿山上，“怀抱”冶炼矿炉，黄

石经过 “十一五”期

间

55

年的发展，形成

了以冶金、 建材、能

源、机械制造、纺织

服装、轻工、医药、化

工行业为主导，新型

材料、电子信息等高

新技术产业快速发

展，门类较为齐全的

工业体系。

然而，作为一个

倚重资源发展，工业

经济占据半壁江山

的黄石，却面临着资

源枯竭的危机，工业

经济如何转型，如何

迎来跨越式发展？

黄石，已然进入

探索实践的最关键、

更最不能出现偏差

的时期。

兴：火焰上

跳舞的城市

黄石位于湖北省东

南部，长江中游南岸，矿

产资源丰富。

在有“百里黄金地，

江南聚宝盆” 之称的黄

石境内， 目前已发现金

属、非金属、能源和水气

矿产

4

大类计

77

种，其中

硅灰石储量居中国第

一。铜、钴、钨、钼、金、银、锶、铼、硅灰石、透辉石、

泥灰岩、熔结凝灰岩、饰面大理岩等

14

种矿产储

量潜在经济价值达

4000

多亿元。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金山店铁矿、鸡冠嘴金

铜矿、 叶花香铜铁矿遗址……一座座冶炼旧址，

诉说着

3000

年来，黄石铁与火的久远故事。

逐舞于火焰之上！ 千百年来， 勤劳的黄石人

民，燃冶炼之火，兴矿冶之都，舞出了一个“青铜

古都”，一个“钢铁摇篮”，一个“水泥故乡”！依靠

着大自然丰厚的馈赠， 生长于斯的黄石人民，更

舞出了一个富足殷实的生活来！

而脱胎于矿产资源的黄石工业经济，凭借许

多城市眼红垂涎的资源，在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

的同时，也很快走向上游，成就了湖北省第二大

城市的地位。

旺：岿然不动的“黄老二”

作为继武汉之后湖北建立的第二座城市，武

汉城市圈的副中心城市，黄石是我国中部地区重

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和国务院批准的沿江开放

城市之一。

黄石以工业立市，工业兴则城市兴。改革开

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期间，黄石工业经济的跨

越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而“黄老二”这个带着褒义色彩的词汇，

不仅仅代表着是湖北省的第二个城市，而更多的

内涵，是当仁不让的经济社会实力。

一串数字可以说明工业在黄石的发展：

黄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05

年至

2012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

产 值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32.8%

、

36.3%

、

36.3%

、

21.3%

、 负

0.3%

（受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

39.5%

、

38.0%

、

12.0%

。

“十一五”期间，黄石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

总产值

4160

亿元，是“十五”时期

1268

亿元的

3.28

倍；

2010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353.78

亿元，是“十五”末

141.42

亿元的

2.5

倍，年均增长

20.11%

；“十一五”期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

成增加值

1263

亿元，是“十五”时期

469

亿元的

2.69

倍。到

2010

年年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704

家，比“十五”末的

293

家净增

411

家。

到

2012

年年底， 黄石共有工业企业

4500

多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502

家。产值过亿元企业达

234

家，包括

3

家百亿元企业。至此，黄石已形成包

括冶金、建材、能源、机械制造、纺织服装、轻工、

医药、化工行业

8

大支柱产业在内的产业集群，其

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量的

78.85%

，其中产值过百

亿元的产业有

4

个。 同时， 还培育了大冶食品饮

料、下陆有色金属冶炼及深加工、纺织服装等

3

个

省级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和一批市级产业集群。

立足重工业城市发展历史，基于雄厚的经济

实力，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黄老二”的

城市地位一直被湖北省其他兄弟城市所追赶，但

从来没有超越。

变：痛苦中的求变

然而，短短几年间，形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一味靠坐吃山空求发展， 等到矿山被挖空，

“黄老二”的地位已然不保矣！

2012

年，黄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总量占全

省

5.63%

，总量排名全省第五，增速排名已经是全

省的第十二位。这一排位不仅没有靠前，反而成

了老末 ，堕入 “拖后腿 ”

的行列。 从

GDP

总额来

看，宜昌市、襄阳市一跃

而入第二梯队， 黄石甚

至被荆州市、黄冈市、孝

感市和荆门市拉 在 后

面，掉进第三梯队。

尴尬、耻辱，痛苦！

资源没有了， 发展

放缓了， 长期以 “黄老

二” 自居的黄石人被震

醒了。 面对资源枯竭型

城市转型的世界难题 ，

要求变， 该如何高举转

型跨越大旗当空舞？

于是， 就有了

2013

年伊始的一声春雷响彻

黄石上空。 一场携雷霆

万钧之势、 迅雷不及掩

耳之速的力促改进政府

工作作风的“春雷行动”

拉开帷幕， 引发广泛关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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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招商小分队激

情出征， 奔赴全国各地

搞大招商，招大商，引来

凤凰落巢； 调整经济结

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摆

脱过度依靠资源发展沉

疴……

黄石 “十二五 ”时

期， 是深入实施发展大

产业、打造大园区、建设

大城市的 “三大战略”、

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的

关键时期， 也是推进资

源型城市转型、 打造竞

争新优势的关键时期 。

当前， 黄石工业发展面

临着重大转型，已进入了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

新阶段，面临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快结构调整、

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以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重大任务。

转型的过程无疑是痛苦的，而跨越的前景无

疑是广阔的。

超六十（城镇化率超过

60%

）、跨双百（建成

区面积力争

200

平方公里，城镇人口力争达到

200

万）、过双千（基本形成过千亿元的产业集群、过

千亿元的大园区）、达一万（人均

GDP

力争达到

1

万美元）———“十二五”期间，黄石的工业经济将

为城市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撑！

总策划：钱长琨 张宗和

统 筹：龚立堂 张家彬 曾 鼎

执 行：赵雪峰

本版组稿特别鸣谢黄石日报社

从资源枯竭围城中突围

对于因矿立市，因矿发展的城市，资源枯

竭是不得不面对的话题。与之相伴的，是资源

枯竭后城市的出路问题。

这样的城市，黄石并非孤例。

号称“天南铜都”的昆明市东川区

有着悠久的铜冶炼历史， 清朝钱币有

70%

来自东川 ， 这样一个产铜之

地，却存在铜产业一家独大，产

业链不长的短板， 影响可持

续发展。 通过拉长铜产

业链条， 发展新兴旅

游、推动汽车越野

赛国际化、市

场 化 ，

发展滑翔伞、登山运动，发展摄影及民俗文化

产业，东川一步走出天地宽；

有着

100

多年煤炭开采历史的阜新，在

2001

年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该

市举全市之力建设国家级液压产业基地 ，仅

两年多时间， 阜新经济开发区液压产业群骤

然集聚 ，与全国同行业 “平分天下”，年工业

产值速破百亿，增长幅度已达三位数；

与此同时开发循环利用资源，开

发可再生资源，发展新兴

产业，增强可持

续发展

能力。

不通则痛，通则不痛。从以上两个案例来

看，东川人和阜新人没有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而是很快看到了资源枯竭将带来的问题，并积

极变通解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回头看，黄石区位优势突出，旅游资源丰

富，加上工业底子雄厚，技术实力突出，如何将

这些优良资源整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可持续

快速增长

GDP

，其实大有文章可做。

从倚重资源中转型，从立足发展有黄石特

色的经济中跨越。

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延伸发展黑色

金属、有色金属产业；突破发展机械制造、

电子信息、化工医药产业；加快

发展能源 、纺织

服装、食品饮料产业；转型发展建材产业，构建

具有鲜明特色和市场优势的新型产业体系，增

强产业竞争力和支撑力。

坚持工业化与城市化统筹协调推进，以工

业园区为载体，构建“三园两带多板块”的工业

布局，推进空间聚集，实现产业相对集中、特色

优势鲜明的空间结构，达到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的统一。

到

2015

年，黄石的工业经济将沿着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

上企业数量分别比

2010

年翻一番以上；建成全

国特钢精深加工基地、全国铜产品精深加工基

地、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两个三”目标不

断努力。

突围，就在未来这两年。

□记者点评

黄石城区一角 傅正明 摄

宝钢镀铝厂

东贝热水器生产车间

在家门口就业的工人

美尔雅服装展示厅

黄石外贸码头

□

本报特派记者 赵雪峰

黄石日报记者 田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