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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服务为牵引 聚焦教育医疗住房需求

以城乡发展为载体 全面推进城市扩容提质

以经济建设为龙头 培育五大百亿级产业集群

波光明净的梅江河串联起凤凰
新城公园、体育公园等“一廊八园”，
成为秀山这座现代化城市无限魅力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秀山凭借快
速发展的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城市辐射力，吸引了一批来自周边

区市县的新市民。据介绍，2019年
以来，外地购房占比26.79%；全县
约有 1万余名县外来秀山读书学
生。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共享发展成
果，秀山将加大民生投入，打造区域
性公共服务中心，进一步满足群众
日益增长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需
求。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秀山将
完成棚户区改造3250户，改造老旧
小区1.1万户，解决老旧社区设施设
备陈旧、功能配套不全等问题。同
时，建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统筹
推进房地产开发，“十四五”期间，房
地产预计开发投资完成160亿元，
年均增长 15%，城镇化率增加至
55.06%；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
房，多途径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新
市民、新青年的住房难等问题。

2021年，秀山县人民医院开展
申报“三级”医院晋升工作。目前，
秀山已经创建成“二甲”医院3家，
县妇幼保健被列为全市5个区域妇
幼保健中心建设单位之一。未来，
秀山将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力

争县人民医院建成“三甲”综合医
院，县妇幼保健院建成区域性示范
指导中心，同时依托成都中医药大
学打造“武陵山区中医医疗示范
区”，创建区域中医医疗中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多年来，
秀山以建设“武陵山区教育强县”为
目标，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2022年，全县将新建2所城区公办
幼儿园和4所乡镇公办幼儿园，增
加学前教育学位1500人。同时，将
建成投用凤凰小学、凤起小学，启动
南部新城小学、清溪场第二小学建
设工程，扩建秀山一中、职教中心，
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塑造教
育靓丽名片。

预计到2026年，秀山将新建城
区中小学5所，推动建设1所高中阶
段学校和1所高等职业院校，争创
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创建
区域应急救援物资储备中心和区域
检验检测中心。

从近年快速崛起的后起之秀，
到如今建设中心城市的“发展之
梦”，经济建设始终是秀山发展的龙
头和最大的“基本盘”。

2021年，全县规上工业产值达
到117.4亿元，曾经在秀山存续近
40年的锰行业落后产能退出历史
舞台，培育5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打造区域性加工制造中心成为秀山
面向未来壮大产业发展的重头戏。

据介绍，5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包含医药、食品、新材料、电子信息、
汽车配件等产业领域。其中，在医
药健康产业方面，秀山中医药产业
已经涵盖中药材种植、初加工饮片、
深加工的配方颗粒和有效成分提取

等上下游行业，预计在2022年规上
企业实现20亿元产值、全产业链实
现50亿元产值，至2025年力争达
到百亿级规模。

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2021
年，以迈思科电子、夏朗科技为代表
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产能逐年扩
大，年产值已突破18亿元。2022
年，秀山将力争迈思科电子全国结
算中心入驻秀山高新区，预计到
2025年全县电子信息产业有望达
到百亿级规模。

在汽配产业方面，2020 年至
2021年，秀山招商落户26家汽车零
配件生产企业，2021年汽配产业园开
工建设，力争至2025年初步具备整

车组装、制造能力，形成百亿级规模。
在新材料产业方面，2022年东

星高温2.5万吨负极材料生产线投
产，产值将突破 20 亿元，力争至
2025年全县新材料产业达到百亿
级规模。

在食品产业方面，秀山积极发
挥市级休闲食品产业基地的作用，
引进、培育中大型食品生产企业，引
导本地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升规发
展，力争至2025年食品产业达到百
亿级规模。

高新区“一区三园”是秀山发展
规上工业的重要平台。今年2月23
日，秀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
揭牌。目前，已入驻科技型企业

263家，其中有7家企业荣获2021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年，秀
山还将力争开工建设乌江实业产业
园，启动4千亩龙池新材料产业园
征地拆迁及前期工作。

预计到2024年，秀山将高标准
建成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
2026年，建成医药、食品、新材料、
电子信息、汽车配件 5
个“百亿级产业集
群”，智能家居、
绿色建材、轻
纺服装等建
成 10 亿级、
50亿级特色
工业集群。

城市规模是人口活动、经济发
展、创新策源、要素集聚的空间载
体，有序推进城市扩容、全面提升城
市品质，才能形成“以城载产、以产
兴城”的发展格局。

秀山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县将结合“一城五心一枢纽”的定
位，聚焦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加
快构筑“两轴多片区”的空间开发格
局，统筹城乡协同发展，着力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城市，建成区域性旅游
集散中心、消费集聚中心。

在加快构建“两轴”方面，将沿渝
秀大道建设城市公共服务功能轴，同
时，依托梅江河建成高品质商务办公、
文化休闲、旅游观光的滨水景观轴。

在科学布局“多片”方面，秀山
的中部片区将结合城市更新，优化
升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打造中部
商贸之城；东部片区将结合国家商
贸物流枢纽基地创建，打造东部物
流之城；北部片区将结合高铁站的
建设，建设特色高铁商圈，推进北部
片区综合开发，打造北部开放之城；
西部片区将结合国家级高新技术开
发区的创建，打造西部制造之城；南
部片区将以科教组团、南部新城为
主，建设武陵山区文化休闲中心，打
造南部生态之城。

“中心城市是指城乡全域，而不仅
仅是县城。”秀山县住建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建设中心城市过程中，既要坚

持城镇优先、以城带乡，又要突出全域
一体、城乡融合，在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等领域统筹谋划、一体推进，推动城
乡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城市之美也将助推文旅产业
和消费产业的发展。“书中边城·画
里秀山”已成为秀山文旅发展的一
张名片。秀山县文旅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秀山将围绕促进文化旅游
深度融合，强化核心景区引领带
动、多元业态融合发展，共同建设
渝东南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协同打造武陵山
世界级文旅景区集群。预计到
2026年，将洪安边城打造成为中国
初恋之城、古镇开发示范、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川河盖打造成为
休闲避暑胜地、户外运动天堂、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西街打造成为文
化会客厅、全域旅游集散中心，力
争创建婆婆山、妙泉湖等一批国家
A级旅游景区，游客量突破3000万
人次，让秀山文旅产业进入武陵山
区“第一方阵”。

秀山还将借重庆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东风，着力提升在渝鄂湘
黔毗邻地区的消费吸引力和集聚
力。预计到2026年，花灯广场商圈
和城东商圈全面升级、形成百亿级
商圈，高铁商圈加快建设、初步成
型，打造区域会展品牌4个，快递发
出量达到5000万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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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物流不仅是一城一地的发展
血脉，更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支撑。

“秀山作为全市6个区域性综合交通枢
纽之一，将以交通织网联起整个渝鄂湘
黔毗邻地区，加快实现‘中心带动、雁阵
齐飞’。”秀山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说。

高铁、高速、航空是交通物流的主
动脉。在“十四五”期间，秀山有望开工
建设渝湘高铁黔江经秀山至吉首段，
依托规划的万黔高速铁路，既有怀邵
衡铁路，实现与渝西高铁、郑万高
铁、京广高铁等贯通，形成秀山至
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高
铁联系。

同时，加速推进航空网建设。
完善秀山通用机场布局，形成“1+

2”规划布局，在平阳盖石板规划秀
山通用机场，远期预留提升为支线机

场条件。在川河盖、洪安边城规划建设
直升机起降平台，支撑旅游资源开发及
应急救援布局；推进公路网建设，争取

“十四五”时期秀印高速、南环高速建成
通车，秀来高速开工建设，推动秀沿高
速公路前期工作，补齐对外交通发展短
板。

对于陆地城市来说，打通出海口是
发展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物流中心的
重要突破口。为此，秀山将充分利用渝
怀铁路双线运能，南沿西部陆海新通
道，推动建设武陵山（重庆）综合保税区
和国际陆港，将武陵山区货物通江达
海。预计到2026年，秀山将创建成为商
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西部陆海新通
道东线物流枢纽。

未来，秀山将形成“全国123出行交
通圈”（周边1小时通勤、川渝2小时、全
国主要城市3小时），更深入和广泛地参
与双循环发展，支撑渝鄂湘黔毗邻地区
中心城市建设。

推进交通互联互通
实现“雁阵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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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推动秀山建设渝鄂湘黔毗邻地区中心

城市。

如何正确把握渝鄂湘黔毗邻地区中心城市这个概念，秀山进行了深入思考，其

范围是四省市毗邻地区、而不是武陵山区，中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面面俱

到，中心城市是指城乡全域、而不是仅指县城，成为中心城市的关键是壮大自己、

而不是造概念提口号，目前的状态是正在加快建设中心城市、而不是已经建成。

“渝湘黔鄂毗邻地区，经济同类、文化同质，资源禀赋相似、产业结构趋同，兼具

地理空间的整体性、区域经济的一体性，拥有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基础。”秀山县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地理位置来看，秀山处于渝鄂湘黔毗邻地区的极心区域，区位优

势独特、空间条件独好；从经济发展来看，2021年秀山GDP达到341亿元；从城市承

载能力来看，秀山平原是重庆市最大的喀斯特平原、面积180平方公里，适合集中连

片的城市开发。

多维度的比较优势集于一身成为秀山建设中心城市的底气和信心。未来，秀山

将以“一城五心一枢纽”为重要抓手，加快推动渝鄂湘黔毗邻地区中心城市建设。预

计，到2026年，秀山GDP达到600亿元，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布局基本形成；到

2035年，中等城市基本成型，全面建成渝鄂湘黔毗邻地区中心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