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首市“十四五”规划纲要解读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

北重要讲话精神和亲临石首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积极融入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精准对接省和荆州发展布

局，以“滨江工业城市、生态旅游城市、现代物流城市”为

着力点，深入推进“四策并举”“四区并建”，努力实现石

首全面振兴，建设长江经济带明星城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市开好局、起好步。

二、发展原则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把握应对策略

和方法，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

定政策、促发展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党委领导经济社会发

展的体制机制，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

和水平，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省委和荆州市委工作要

求不折不扣落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

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市人民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实现

石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

式，奋力推进“四区并建”，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推进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更大力度创新，破除制

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

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

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全市一盘棋，更好发挥各方优势，调

动各方积极性，强化举措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发

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等相统一。

三、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展望二〇三五年，全市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

大幅跃升，人均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

建成；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驱动实现重大突破；现

代流通体系支撑有力；经济实力大幅增强，奋力挤进全省县

域经济 20 强和中部地区百强县市，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居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文化软实力明显增强，

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参与区域

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明显增强；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

高，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改善，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生态环境持续优良；市域治理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努力把石首市建成长江经济带明星

城市、新时代基层担当作为模范区、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荆江生态保护示范区、湘鄂融合发展样板区。

四、“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力争实现石首市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

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

坚实基础。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总量规模明显壮大。地区生产

总值达 400 亿元，年均增速保持 11%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15 亿元，年均增长 7%左右。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2:45:43。建设长江经济带明星城市取得明显成效，研究与

试验发展（R&D）经费占 GDP 比重达 2.4%，产业数字化和数

字化产业加快发展，在全省县域经济排名中不断提升。

——工业兴市地位凸显。规上工业增加值保持中高速增

长，工业总产值力争向 600 亿元的规模等级迈进。医药化工、

汽车零部件及机械制造、新型建材等三大产业蓬勃发展，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金平工业园、张城垸工业园和

循环经济产业园等平台建设日趋完善。

——城乡融合更加深入。市域空间格局全面优化，江南

江北深度融合，“港产城”一体化加快推进，“未来社区”

建设拉开序幕，城市建设更具特色，集聚带动能力更强。集



镇建设日新月异，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配套逐

步完善，成为全市经济增长新平台和城镇化新空间，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重点镇辐射带动能力增强，一批

特色小镇基本建成。乡村振兴取得实质进展，以工补农、以

城带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城乡

统筹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长江大保护取得新成效，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省领先

水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完善，初步探索形成“两

山”转化经验。农村人居环境实现较大改善，美丽乡村建设

持续推进，森林、水系、农田、城镇、村庄交融相依的生态

景象全面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不断优化，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增速分别为 8.5%、10%，“十四五”时期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0000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0000 元。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衡，

“互联网+社会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公共服务达到荆州市

领先水平。社区治理体系日趋完善，城乡生活品质明显提升。

——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力度，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制度性交易成本显著降低，要

素市场改革全面深化，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石首港区建设快速推进，对外开放通道更宽、平台更

实、环境更优，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程度更深。

——市域治理效能提升。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

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民主法治建设深入



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安全

保障更加有力。

五、发展定位

全面对接国家和省、市重大战略，加快“一城四区”建

设步伐，全面推进石首迈入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长江经济带明星城市。发挥石首地处长江黄金水道

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综合优势，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

化发展，擦亮鄂南湘北节点城市名片，牢固树立“大抓工业、

抓大工业”理念，壮大“3+X”主导产业体系，建成滨江工

业城市；深度开发旅游资源，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建成生态旅

游城市；加强与荆州、岳阳等城市互联互通，构建至荆州、

岳阳“1 小时交通圈”和至武汉、长沙“2 小时交通圈”，

建成现代物流城市，不断提高城市首位度，增强区域竞争综

合实力，奋力向中等城市迈进。

——新时代基层担当作为模范区。深刻领会新时代、新

思想、新矛盾、新目标提出的新要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勇立潮头的历史担当，努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不断

锐意进取、担当作为，突破性推动党员干部改革创新和使命

担当，把伟大抗疫抗洪精神转化为石首干部的固有血性，着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对接落实湖北“一主

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推进江汉平原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发

挥石首作为全国优质粮食工程建设重点县市的优势，建设农

副产品集散中心，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着力建设生态宜



居的田园石首、人水和谐的水乡石首、先行先试的创新石首，

引领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

——荆江生态保护示范区。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践行“两山”理论，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要求和洞庭湖生态经济探索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治理新路

径，统筹一江两岸，构筑生态安全格局，做好生态修复、环

境保护和绿色发展“三篇文章”，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与洞庭

湖生态经济区重要绿色增长极。

——湘鄂融合发展样板区。立足石首、跳出荆州，站位

两湖平原，发挥石首位于国家能源战略运输通道和长江黄金

水道汇合点的独特区位，深度融入区域发展，激活交通、物

流、合作三大引擎，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建设由内陆城市变

为对外开放、对内合作和协调区域发展的前沿滨江城市，加

快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打造对接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先行区，构建鄂南湘北重要物流枢纽。

六、十四五”发展战略重点和保障举措

关于发展战略重点，主要有 11 个方面：

第一，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推动产业体系新构建。开展

“大抓工业抓大工业”，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工业

倍增”计划，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做优医药化工产业集群，

做大新型建材产业集群，做强机械制造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集

群；促进体育装备设施、轻工纺织、农副产品加工、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特色产业成长壮大；突出新旧动能转换，深入开

展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全面推进“两化”融合；发展全域

旅游，提升发展现代商贸、现代物流，培育发展文化创意、

现代金融、健康与养老服务，打造现代服务业高地。



第二，加快基础设施互联，强化区域统筹新支撑。抢抓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加快推动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产业体系赋能。实

施“港口通江、铁路通运、机场通航”三年行动，形成“公

铁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健全防洪排涝体系，提升供水

保障能力，开展河湖生态治理，推进智慧水利建设，提升水

事监管能力；完善城乡电网体系，提高煤炭供保能力，建设

城乡燃气供应体系，做好油品资源保障，有力推进新能源建

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第三，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城乡融合新跨越。优化城

乡空间布局，加快融入荆东城镇群，推进以中心城区为重要

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能级，大力发展精美集镇，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布局紧凑、区域协同的“一主一副、

四心带动、两轴联通”空间格局。强化中心城区集聚辐射作

用，推动全域联动发展。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

驱动”，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

配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第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新发展。全力

优化农村发展空间，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强化农村基层组织，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结合。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一江两岸，推动江南

江北协同发展，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以乡村振兴战略

为抓手，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智慧农业为方向，着力解决

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

第五，全力优化生态环境，展现和谐宜居新魅力。深入

推进长江大保护，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



篇文章”，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外修生态，内修

人文，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打造“本地人自豪，

外地人向往”的生态宜居城市。

第六，突出创新驱动发展，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加快

集聚人才、技术、资本、政策等创新要素，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实施数字化战略，推动经济、政务、社会的全方位数字

化转型，建设省级创新型城市。

第七，建设区域专业市场，融入“双循环”新格局。促

进消费提档升级，发挥投资关键作用，构建现代流通体系，

提升开放合作水平。积极主动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深化开放通道、平台、环境建设，不断拓宽开放领域和空间，

打造区域内陆双循环示范县市。

第八，传承先进文化引领，提升荆楚文化新优势。以满

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激发全社会文

化创新活力，繁荣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培育文化新业

态，推进建设体育强市，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第九，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推进民生福祉新提升。全面

提升人口素质，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

升全民健康水平，提高社会保障能力，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第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激发体制机制新活力。妥善

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品牌质量

建设，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石首高质量发展内生动

力。

第十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营造安全发展新环境。突

出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管理、基层社会



治理等重点，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沉，夯实基

层社会治理基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提升

我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落实《规划纲要》保障举措，重点强调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规划组织实施。充分发挥党建统领作用，发挥

政府主导作用，发挥社会主体作用。

二是强化重大项目支撑。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重大项目

落地见效。推进项目建设，落实配套政策，统筹资金投入。

三是狠抓规划实施机制。对《规划纲要》确定的发展目

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进行分解，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

细化量化任务，明确时限，加强合作，扎实推进，提高规划

执行力，确保规划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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