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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低调的江西，这一次
要为自己“扬名”。

近日，江西省委、省政府
出台了《关于江西在新时代推
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加
快崛起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在这份“含金量”十足的
《意见》中，江西将“加快崛起”
细化为26条具体的举措，并提
出一系列发展目标：打造全国
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全国内陆双向高水平开放引领
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区、
中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创新
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支撑
区，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全国粮食和绿色农产品供应基
地、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实践创新高地、中华优
秀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国际旅
游休闲康养胜地。

为了实现上述愿景，江西
打算怎么干？

关键词一：
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
重塑“江西制造”辉煌

提起江西省，很多人对它
的评价带有惋惜——不仅是革
命老区，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
和旅游资源，而且南接粤港澳
大湾区、东接长三角城市群，但
在经济上却是“洼地”。

从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来
看，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以
13977.2亿元排名中部六省倒
数第二，更不用与沿海的广东、
浙江、福建三位“强邻”相比。

在网络上，关于“为什么江
西总是和风口擦肩而过”的讨

论一度引起多方热议，甚至还
出现“环江西新一线城市”“环
江西自贸区”“环江西双一流大
学”等调侃说法。

鲜为人知的是，在历史上，
江西曾是中国商贸最活跃的内
陆省份之一。

在海洋贸易兴起之前，内
河贸易是发家致富的关键，江
西省有四通八达的水路网，正
好处在了交通核心大省的位
置。那时，通过水路运输，江
西商人将本土景德镇的瓷器
以及长江流域的丝绸等运到
外地赚钱。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江西
如今要重振旗鼓。《意见》提出，
到202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迈上3万亿元台阶、向4万亿元
迈进；到2035年，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迈上新的更高台阶，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基本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与全国同步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想要实现经济目标，势必
需要产业支撑，中国城市报记
者注意到，在《意见》中“制造
业”出现频率颇高。

江西省制造业的根基有
多深厚？

纵观全省，南昌市为“航空
城”，鹰潭市是“世界铜都”，赣
州市是“中国稀金谷”，宜春市
自称“亚洲锂都”……种种迹象
表明，“出兵”制造业，江西其势
已成，其兴可待。

江西省提出，建设全国先
进制造业基地。坚持把发展经
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
决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攻坚战，打造全国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高地和新兴产
业培育发展高地，重塑“江西制
造”辉煌。

如何重塑？
宏观层面，深入实施工业

强省战略，坚持智能制造主攻
方向，深化产业链链长制，大力
推进“2＋6＋N”产业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实施铸链强链引链
补链工程和产业竞争力提升工
程，加快打造世界级有色金属
产业基地和一批全国重要产业
基地。

企业层面，支持江铜集团
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依托江铜
集团、新钢集团、江铃集团等行
业龙头，建设一批专业中试基
地，积极创建综合性中试基地。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建
议，可聚焦中部地区短板和在
江西自身优势上率先发力，依
托中部地区特色，重点加快制
造服务业发展。比如聚焦中部
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配套不足的
共性问题，率先打造一批制造
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
平台载体，集聚一批面向制造
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商。

关键词二：
提升大南昌都市圈发展能级

2020 年底，在各大城市
GDP成绩单中，有网友发现，江
西又陷入了被“环”的尴尬：“环
江西”的省份都有破万亿元GDP
的城市，唯独江西省没有。即便
是“全省最强”的南昌市，也只处
于5000亿元的级别，与周边强
省核心城市相差甚远。

区域想要发展，龙头是关
键。举全省之力打造强省会是近
年来各地的主流做法，尤其在中
西部省份，这一举措更为突出。

在此之前，江西省不止一
次提出要做大南昌。

2019年8月，江西省出台

了《大南昌都市圈发展规划
（2019-2025 年）》（以下简称
《规划》），其中提到大南昌都市
圈将形成“一核两极两轴、三组
团多支撑”的都市圈区域格
局。《规划》甚至明确“支持南昌
市争创国家中心城市”。

从本次《意见》强调“深入
实施强省会战略”可以预见，接
下来南昌的潜力和责任。不
过，需要指出的是，想要打造全
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光靠南
昌还不够。

“目前，江西赣西地区对接
长株潭，赣东地区对接江浙，而
赣南地区对接珠三角，全部对
接别的省份，忽略了本省核心
的建设。”王耀南表示，“十四
五”期间，江西应该先集中精力
强省会，把南昌周边的城市带
动起来，确定省域副中心城市，
有一个本省的强中心后再考虑
怎么去承接外省发达地区或者
对接中部。

在强省会的过程中，为了
避免“一市独大”，《意见》提出，
强化九江、抚州支撑作用和赣
江新区引擎作用，建立健全都
市圈市际联席工作机制，强化
板块间产业分工协作与联动发
展，支持九江打造通江达海的
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与此同时，全面增强赣州
省域副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和竞
争力，加快推动中心城区发展，
提升重点产业发展规模和层
次，建设赣粤闽湘四省通衢区
域中心城市。

此外，加速壮大上饶和宜
春区域性中心城市，重点提升
上饶“两光一车”和宜春新能源
（锂电）、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
造等产业发展水平，不断增强
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对比之前的提法，眼下，江西提
出要“提升大南昌都市圈发展
能级”。从具体实施路径来看，
要强化核心主导功能和辐射带
动能级，建设五大功能片区，加
快中心城区高端产业集群和人
才集聚，打造富有活力、创新
力、竞争力的现代化都市圈。

关键词三：
积极申报创建江西自贸试验区

“不以江西为世界，而以世
界谋江西。”尽管是“离沿海最
近的内陆省份”，长期以来，江
西对于解决“出海”问题却有着
深深地渴望。

2016年1月，江西省首次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
极申报建设江西自贸试验区。
但令人唏嘘的是，几年下来，自
贸区的名单中始终未见到江西
的身影。

直到2020年4月，国务院
发布《关于同意设立江西内陆
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批复》，至
此，江西终于成为继宁夏、贵州
之后，全国第三个、中部第一个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
开忠曾公开表示，发展高水平、
高质量开放型经济是广大内陆
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给
江西带来了什么？当地人给出
的答案是，在江西可以和沿海
一样“货物进境同价到港、出境
同价起运、通关同等效率”。

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已经
头戴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桂
冠，江西仍没有放弃自贸区的
梦想。《意见》提出，统筹各类平
台资源，积极申报创建江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

《意见》还提出，以改革开
放为动力，建设江西内陆开放
型经济试验区。具体来看，强
化南昌、赣州、九江、上饶四大
开放门户地位和作用，加快建
设多式联运中心，鼓励进出口
货物就近向物流枢纽集疏，推
进大宗货物和中长距离运输

“公转铁”“公转水”。
此外，中国城市报记者注

意到，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江
西正火力全开加强通道建设。
《意见》明确，深入推进交通强
省建设，统筹推进水陆空交通
建设，加快构建综合交通立体
网络。平台方面，支持赣江新
区、国家级开发区等功能平台
建设，探索建设国际合作产业
园、省际合作园区。

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江西这样干江西这样干

河北省承德市启动河北省承德市启动
丰收节庆祝活动丰收节庆祝活动

9月23日，以“庆丰收、感

党恩”为主题的全国供销合作

社主题日、河北省2021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承德分会场暨“承

德山水”优质农产品与京津产

销对接活动在河北省承德市双

滦区大贵口村举行。

王佳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