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江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中“九江
孔殷”、“过九江至东陵”等记载。九江称谓的来
历有两种，一是“九”为古代中国人认为的最大
数字，“九江” 的意思是“众水汇集的地方”，

“九”是虚指；二是“以为湖汉九水（即赣江水、

鄱水、余水、修水、淦水、盱水、蜀水、南水、彭
水） 入彭蠡泽也”， 即九条江河汇集的地方，

“九”是实指。长江流经九江水域境内，与鄱阳
湖和赣、鄂、皖三省毗连的河流汇集，百川归
海，水势浩淼，江面壮阔。

九江全境东西长
270

公里， 南北宽
140

公
里，总面积

1.88

万平方公里，占江西省总面积
的
11.3％

， 其中市区规划面积
118

平方公里，建

成区面积
48.4

平方公里。

近年来，九江把做大做强工业定位为“最
核心”的工作，各项工作向工业聚集、各方力
量向工业集中、各种要素向工业汇集，推进
工业集中、集约、集群发展，同时，坚持适度
超前的城镇化，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引
擎，坚持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固定资产投资
连年增加，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经过几年坚
定不移地实施强工兴城战略，全市经济迅速
腾飞。

2012

年， 该市实现生产总值
1420

亿元，

同比增长
12%

。

2001

年，九江摘取“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桂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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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九江市

“强工”让九江立于不败之地的启示

近年来， 九江市紧紧围绕赶超目标，

坚持“强工兴城”不动摇，坚持狠抓项目不
动摇，坚持统筹推进不动摇，全市经济建
设一直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财政收入大
幅增长，工业经济、利用外资、外贸出口
逆势上扬，消费需求、居民收入、旅游
经济、 农业生产稳中有升， 沿江开
发、项目建设、城市建设、县域经
济、统筹协调扎实推进。实践
证明，只有“强工”才能让
九江立于不败之地。

工业化是实现
现代化不可逾
越的历史

阶段，

工业兴，则九江兴；工业衰，则九江衰。没
有工业就没有出路， 不抓工业就会走弯
路，抓不好工业就会重走老路。近年来，九
江经济之所以能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城市
建设和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完全得益于工
业的有力支撑。因此，强攻工业是九江加
快发展最现实、最直接、最有效的必由之
路，这条路，始终不能走偏，不能跑偏、不
能动摇。

九江的经验告诉我们， 发展
工业经济， 需要大力招

商。该市提出，要把
沿江区域

作为对外招商的重中之重。沿江区域是九
江最优质的资源，要把沿江作为引进大项
目、大产业的主要承载地。同时，要把产业
配套作为对外招商的重中之重。 产业招
商、产业配套十分重要，往往是招商取得
成功的关键。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围绕
产业配套、产业延伸下功夫。

九江的经验告诉我们， 发展工业，需
要各方加力帮扶。该市特别注意加强政策
研究与对上衔接，指导和帮助企业申报扶
持项目，争取资金补助。同时做好对接服
务，送政策上门、送信息上门、送服务上
门，及时了解掌握情况，设身处地为他
们着想，多解难题，多办好事，多给支持，

最大限度地精简审批环节， 优化办
事程序， 降低企业运行

成本。

本报记者观察到， 在发展工业过程
中，该市各地各部门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广
泛宣传强工的重大意义，大张旗鼓地宣传
各地抓工业发展的成效和做法，使全市广
大干部化关心为信心、 化压力为动力、化
共识为共为， 在全市范围内掀起谋工业、

抓工业、强工业的热潮。该市各地各部门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坚韧不拔的斗
志和甘于奉献的精神，以“五加二”、“白加
黑”的作风，着力化解用地、用工、资金等难
题，做到情况在“强工”一线掌握、问题在
“强工”一线解决、成效在“强工”一线体现。

眼下， 信阳工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我们更须乘势赶超；形势严峻，我们更当
克难奋进。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攻坚克
难，努力取得抓工业、上项目、攻集聚的更
大成效， 为提升魅力信阳建设水平积蓄能
量、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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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实施“强工兴城”战略以来，江西省
九江市工业经济一直强劲增长，不仅带动了经济
发展的大提速， 更创造了财政收入的大增长，为
九江实现赶超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江西省
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没有工业就没有地位
九江的实践证明：“强工”是跨

越发展的根本出路

奋进历程振奋人心：

2008

年， 九江市生产总
值
724

亿元，

2012

年上升到
1420

亿元， 基本实现
5

年翻一番； 财政总收入
2008

年是
66

亿元，

2012

年
为

220.86

亿元，

5

年增长
2

倍多； 固定资产投资

2008

年
464

亿元，

2012

年超过
1300

亿元。

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支撑是什么？是强攻工
业。

九江是江西的老工业基地，曾经创造过工业
经济的辉煌。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九江的发展
步伐开始放慢，全省第二大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
受到挑战。到

2008

年，在全省排名中，九江的各项
主要经济指标排名均出现后退。

加快发展， 争得九江应有地位。

2009

年
1

月，

九江市鲜明提出“‘两区’互动，强工兴城”，把工
业作为推进九江赶超发展最重要、最核心、最紧
迫的任务，并提出“用最强的力量抓工业，用最大
的力度支持工业。” 经过四年全力强工，

2012

年，

九江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3000

亿元，

一年净增
800

亿元，接近
2008

年全年总量；全市工
业化率由

2008

年的
43.1%

提升到
50%

；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外贸出口占全省比
重均提高

3

个百分点以上。

九江振兴之路，就是江西省抓工业、促崛起
的生动缩影。近五年来，江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高出全国平均

6

至
9

个百分点，总量在全
国排位前进

2

位， 成为江西工业发展史上最好最
快时期之一。

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
九江的经验显示：抓工业大项

目是经济大提速的关键

江西省委、省政府始终强调：“要加速江西崛
起，关键在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核心在招商引资，

最终结果要体现在项目建设上。”近年来，九江以
沿江开放开发为重点，用足用好政策，着力打造
沿江港区、物流园区、工业园区和临港城区“四位

一体”沿江开放开发新格局，生动阐释了扩投资、

抓项目的内涵。

扩投资、抓项目，钱从哪里来？

提升运作资金的本领。九江市有“三变”，即
变“卖地筹资”为“收地融资”，变“先卖地后做环
境”为“先做环境后卖地”，变“政府走在开发商后
面”为“政府走在开发商前面”，以适度超前的城
市建设带动相对滞后的工业发展。

优化环境、筑巢引凤。九江干部外出招商，底
气十足：“只要在九江就业创业，就能在九江安居
乐业。”九江市把项目作为第一抓手，对接央企省
企落项目、围绕产业集聚引项目、大力激活民资
上项目；把企业作为第一主力，千方百计壮大企
业群体，扩张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

几年奋战，九江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连续两
年列全省第一，其中七成投在工业上。中信、中国

神华、理文造纸等大企业纷纷抢滩九江，九钢
550

万吨钢铁、江铜
40

万吨铅锌冶炼、投资
80

亿元的
旭阳雷迪多晶硅等一大批产业项目开工或投产。

大投资带来了大发展———九江已形成十大
主导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元园区由

2008

年
的
1

个增加到去年的
9

个。

没有工业就没有实力
九江的发展彰显：工业崛起

是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

本保障

“强工”不仅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大提速，更创
造了财政收入的大增长。

2012

年， 九江工业提供
税收占财政总收入比重接近六成。财政收入增长
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2

年九江财政支
出民生资金占总支出的比例，达

63%

。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国内
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目标。

2010

年，九江市生产总值为
1032

亿元，翻一
番达到

2064

亿元，按照现在的增速实现翻番目标
没有问题。 但与全国人均水平相比还有差距。以
全国人均

GDP

以
7%

左右的增速推算，

2020

年就能
达到

9

万元，而九江市要以每年
13.2%

的增速才能
实现与全国同步。 九江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
键是要牢牢把握做大总量这个核心，牢牢把握加
快速度这个基调，唯一的路径，就是“强工兴城”。

工业强则经济强，工业兴则百姓富。以新型
工业化为核心是九江必须坚持的发展路径。做强
做大工业， 才能把九江工业发展不断推向前进。

只有这样， 强市富民的脚步才能更为铿锵激越、

振奋人心。

□

本报特派记者赵雪峰
九江日报记者袁东来

九江城鸟瞰宋小勇摄

志高空调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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