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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对湖北经济 

发展影响及两江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研究 

张中旺 

(襄樊学院 教育学院, 湖北 襄樊 441053) 

摘要: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 汉江中下游地区是湖北省经济基础最强的地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从汉江的丹江口水库调

水供给华北地区, 水源地主要在湖北省境内, 大坝加高、库区淹没、移民安置、下泄水量减少对湖北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文

章在对湖北汉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生态安全问题、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概述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了

中线调水对湖北汉江中下游干流供水区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及引江济汉优化利用两江水资源。提出湖北省应抓住

机遇, 兴利除弊,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解决好移民安置问题, 优化区域规划, 加强汉江现代水利工程建设, 发挥工程的综合效

益, 进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科学合理综合利用长江、汉江两江水资源, 使湖北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促进湖北“中部崛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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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我国进行水资源优化调配, 解决北方, 尤其是京、津、冀地区资源性缺水的21世纪重大战略工程, 是

通过优化水资源配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也是关系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系统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对于水资源调入区, 不仅实现了水资源优化配置供给, 而且可极大地促进该区域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调

出区是利弊兼存, 不仅会减少该区域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 还将对该地区的供水、发电、航运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一系列不利

影响, 对湖北经济发展的轴心地区———丹江口水源区和汉江中下游地区来说, 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利弊同在。因此研究南水

北调对湖北经济发展的影响, 科学合理综合利用长江、汉江两江水资源, 把握机遇, 迎接挑战, 促进湖北经济的全面发展, 迎

来再次腾飞, 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同时, 对湖北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科学决策, 促进“中部崛起” , 具有

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 

一、湖北汉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汉江发源秦岭南麓, 自西北—东南向流经湖北十堰、襄樊、荆门、潜江、天门、仙桃等地, 在武汉与长江汇合, 干流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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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km, 其中丹江口以上为上游,长925km, 丹江口至钟祥为中游, 长270km, 钟祥以下为下游, 长382km。汉江夹河以下流域面

积约为10.8万km
2
 , 流域涉及湖北十堰市、神农架林区、襄樊市、随州市、荆门市、监利县、洪湖市、潜江市、天门市、仙桃市、

孝感市、武汉市等市(区), 2005年人口总量为2221.2万人, 耕种面积为125.7万hm
2
 , 流域生产总值为2296.5亿元, 地方财政收

入为139 亿元, 分别占全省的39%、35.2%和37.1%。 

经过长期的布局与发展,汉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已的特点:流域资源较为丰富, 资源开发利用初具规模；农业

产业化水平较高, 是全省农业主产区之一；工业化特色明显, 工业水平处全省重要地位；城镇化步伐加快, 县域经济活力较强；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公共事业发展较快。 

流域在区域发展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及人民生活安排等方面均以汉江水资源为基础, 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等功能对流

域产业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地区产业发展有赖于汉江功能的开发与完善。 

二、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问题 

1.水土流失 

据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资料, 汉江流域湖北段水土流失面积达22442.39km
2
 , 其中上游占48.67%,占上游国土面积的

50.42%；中下游水土流失面积达1520km
2
 , 土壤侵蚀总量为2500 ～ 4900t/a。主要分布在丹江口库区及其周边地区、汉江干流

两岸。虽然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由于部分区域人口压力大, 基本农田少, 坡耕地退耕难度大, 侵蚀强度居高不下；

同时, 水土流失面积大, 分布广, 危害严重, 投入不足, 治理速度缓慢, 治理任务艰巨。 

2.水体污染 

丹江口水库内神定河、老灌河、堵河、浪河等入库河流污染严重, 河口及局部库湾水质超标；汉江中下游的污染物:点源为

城市工业、生活污水大部分未经处理排入下游河道或汉江, 造成水体污染；面源以农业污染为主, 其主要来源为土壤侵蚀、农

业化肥过量施用或不合理施用、农村家畜粪便和垃圾的随意堆放、林区地表径流污染等；汉江下游江段, “水华”发生频率不

断增加、范围逐渐扩大、污染日趋严重。 

3.自然灾害 

降水年内、年际分配不均, 洪涝和干旱较为频繁。由于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洪涝和干旱时常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 先后

于1954、1964、1975、1983、1996、1998、2003、2005年发生八次大的洪涝灾害；先后于1966、1968、1972、1978、1988、1994、

2000年发生七次大的旱灾, 尤其是2000年, 汉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罕见的旱灾, 沿汉江多处打坝取水, 东荆河断流, 旱灾损失

十分严重。 

三、湖北汉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 经过一代又一代水利人的不懈奋斗, 基本形成了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 为湖北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初步形成了抵御较大洪涝灾害能力的工程体系, 为社会经济安全、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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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以大、中、小型水库为主, 具备蓄、引、提等调配能力的水资源配置体系；干流开始形成以发电、航运、供水等综合开

发利用的梯级枢纽工程体系；生态环境得到初步治理, 血防工作取得成效；水管理体系逐步完善, 水利队伍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城市水体污染严重；降水年内、年际分配不均, 洪涝和干旱较为频繁；水资源管理体制不顺；地下水

开采不合理, 局部地区出现降落漏斗；管理粗放, 节水意识淡薄等。 

四、湖北省汉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汉江流域是湖北省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轴区, 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 丹江口水库加高、干流梯级开发和引江

济汉工程的兴建,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经济发展趋势:从2005年到2020年, 第一产业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 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提高农业产品质

量。其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 预测到2020 年将低于10%。第二产业是在保持汽车、冶金、化工、建材等优势

产业的同时, 加快高新科技型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将有较大发展, 其中交通、电信、教育、旅游、金融服务等发展潜力日益

凸现, 成为第三产业发展最为迅速的生力军, 形成武汉、襄樊、十堰、潜江、仙桃、天门等第三产业密集带。第三产业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接近第二产业的比重, 并有可能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 

从2005年到2020年期间, 汉江流域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会持续增加, 虽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普及节水措施等将减少

水资源需求压力, 但水资源供需矛盾仍然尖锐:一是第一产业对水资源需求在近期难以下降, 仍然是影响水资源配置的重要因

素；二是工业高速增长伴随对区域水资源需求量迅速增长。高用水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江一线, 引取汉江水源是影响区域工业布

局的重要因素, 必须研究河道水资源承载力, 提出水资源安全阀值；三是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以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居住环境改善, 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对水资源的量与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五、南水北调对湖北汉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的影响分析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近期从丹江口水库调水95亿m
3
 , 远景调水130 亿m

3
 , 丹江口水库下泄水量减少, 水位降低, 势必会改

变湖北汉江中下游干流供水区的水资源供需关系和生态环境条件, 加剧该地区日趋严重的水资源供需矛盾, 对该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调水后, 将改变以下水文要素:一是调水(95 ～ 130)亿m
3
 后, 汉江中下游水量将减少

28.5% ～ 35.6%；二是调水后, 汉江中下游高水位运行时间和发生机遇减少,水文过程均匀化。 

中线调水对汉江中下游干流供水区水资源利用影响分析:调水后丹江口水库下泄水量减少, 汉江中下游干流供水区缺水量

增加。现状年份不调水情况下, 汉江中下游干流供水区多年平均河道外用水为123.3亿m3 , 可供水量为117亿m
3
 , 河道外用水缺

水量为6.3亿m
3
 , 缺水率为5.1%, 沙洋—仙桃(生态、航运)缺水量为12.6亿m

3
 ；调水95亿m3 后, 多年平均供水量为112.4亿m

3
 , 

河道外用水缺水量为10.9亿m
3
 , 缺水率达到8.8%, 沙洋—仙桃(生态、航运)缺水量达到17.6亿m

3
 , 增加39.7%。2030年调水130

亿m
3
 后, 河道外缺水将达到15.5亿m

3
 , 沙洋—仙桃(生态、航运)缺水量达到28.6亿m

3
 。同时, 受中线调水和丹江口调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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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影响, 特枯年份少数月份中下游河道水量和水位反而有所增加, 提高了该时段的河道内用水供水保证率。现状年份1 ～ 

3月份, 仙桃—汉口断面生态时段供水保证率为77.2%, 调水95亿m3 , 该时段生态时段供水保证率提高到88.9%。 

六、南水北调对湖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1.南水北调给湖北经济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1)巨额工程投资, 给湖北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湖北境内的主要工程包括: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和移民安置工程、汉江中下游四项治理工程等, 工程总

投资超过150亿元, 巨额的投资将给湖北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工程投资的乘数效应和聚集效应；巨额的投资将吸纳数量可

观的劳动力就业；南水北调是特大型水利工程建设, 对汉江流域尤其是汉江流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2)大坝加高, 提高防洪标准, 为湖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修建后, 正常蓄水位由157m提高到170m, 增加防洪库容(25.1 ～ 33.3)亿m
3
 , 对汉江中下游的防

洪效益显著。据估算, 该工程可使100年一遇洪水减少淹没耕地5.25万hm
2
 , 减少受灾人口59.6 万人, 如配合运用中下游民垸分

蓄洪区, 可使汉江中下游的防洪标准提高到200年一遇。 

(3)优化湖北汉江流域农业结构  

丹江口水库形成的大水面和水资源对汉江流域农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农业的影响；二是对开发山

区林特资源的影响；三是为丹江口水库渔业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4)促进湖北汉江流域工业结构调整  

工程发挥作用后, 围绕工程往往会聚集一批相关的产业和企业, 形成与水利枢纽工程相关的能源产业、制造业、加工业、

运输业, 从而形成产业聚集和产业带, 产生规模经济, 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5)推动湖北汉江流域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将有利于完善汉江流域交通运输网络, 公路、铁路、航运网络的完善。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变可为当地

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加快物资流通, 优化区内资源配置,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6)加快安置区小城镇建设步伐  

中线中程的移民安置可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 选择一些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环境容量好、发展有潜力的集镇安置移民, 

在保证移民基本粮田的前提下, 发展乡镇企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 走农、工、商一体化的道路。拉大小城镇框架, 加

快小城镇的发展。 

(7)贯通汉江与长江流域, 增强湖北区域经济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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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水后, 补偿工程的实施, 特别是引江济汉工程, 将连通长江和汉江, 加强湖北经济区域间的联系。引江济汉工程贯通长

江和汉江向西延伸至荆州、荆门, 构成汉江腹地的“金三角”, 辅之以众多建制镇的完善和配套, 将形成全国的第五大城镇群

体；汉江运河的实施, 还可以恢复和发展四湖地区的水运网, 促进商品粮、棉、油基地的全面发展。 

2.南水北调对湖北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 

(1)对移民安置工程的影响  

后期工程完建蓄水位170m, 根据淹没处理设计标准测定, 淹没湖北省的丹江口市、陨县、陨西县、张湾区, 受淹没及影响

区人口116259人、耕园地124639 亩、房屋面积3628449m
2
 、城集镇14个、工业企业121家。规划搬迁人口17.8万人, 其中外迁人

口8.5万人, 农业人口占90%以上, 移民安置任务艰巨。库区大多处于生存发展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和贫困的地带, 加上丹江口

水库建设期遗留的历史移民问题,该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任务十分繁重。 

(2)对工业经济布局的影响  

工业发展离不开水, 水资源和水环境容量的减少, 将对耗水多的行业产生制约作用。一方面由于汉江水资源减少,取水成本

增加, 另一方面水环境容量减少也必然对工业废水排放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即污染治理的费用也要加大。这将导致区域工业

用水重复利用率的提高, 也将促进更先进污水治理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同时这状况也会使汉江沿岸城镇耗水行业中的小企业采

用先进的节水、治污技术, 以达到先进的耗水与环保指标。 

(3)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区域鄂中丘陵和鄂北岗地各县市,天然降水不足, 主要靠灌区引水。同时由于农业面源对本区域汉江及支流水质已有污染

(主要是氮磷元素的污染),集中式禽畜养殖的污水和粪尿是主要污染源, 由于汉江水环境容量的减少,区域内集中式禽畜养殖场

污水处理及粪尿收集就显得十分重要,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4)对汉江航运业的影响  

中线调水方案实施后, 由于水位下降, 对汉江航运事业将造成三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汉江水位下降后, 现有大部分船舶

不能在汉江继续行驶, 国家“八五”期间投资约2亿元进行的汉江整治工程将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二是调水后, 汉江流量减少, 

汉江航道发生迁移, 港口位置将随之发生变化, 原有的设备将发挥不了作用。三是调水后大量运输物资弃水走陆,现有的水运企

业和水运职工面临着生产损失、企业改造、转产、搬迁、职工重新就业安置等诸多困难。 

(5)对汉江能源建设的影响  

丹江口电站加坝调水后, 发电功能将退居调水之后, 以减少发电耗水而保证北调水量。调水后, 丹江口正常蓄水位由157m

提高到170m, 水库死水位由140m提高到150m, 使黄龙滩电站减少水头(7 ～ 8)m, 年电量减少0.7亿kw· h。目前, 湖北省峰谷

差已达到160万kw, 而省调厂调峰能力差, 黄龙滩出力减少将给电网运行带来更大的影响。如果采用三峡电量补偿, 又未列入输

变电设施投资, 电价差值年损失4亿多元, 将使企业经济效益受影响。 

(6)对汉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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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坝调水后, 由于坝下江段缺乏库区水表层浮游生物的补充, 襄樊以上江段鱼类将是以流水生态型与底栖生物为主要食物

的小型鱼类, 四大家渔产卵场由于水温达不到要求, 则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襄樊以下江段由于水文情势的变化, 喜急流环境

的鱼类种群减少, 天然鱼类资源捕获量相应下降。实施南水北调后, 23个鱼类产卵场受到破坏, 鱼类资源初步估计减少1 /3以

上, 天然鱼产量减少60%, 对襄樊市的渔业经济影响是巨大的。 

(7)对汉江沿岸生态环境的影响  

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完建后将加大丹江水库面积, 进而对库区局地气候、库区植被, 特别是经济林和珍稀特有植物有

较大的影响。此外, 库区移民数量大、涉及范围广, 部分移民为二次搬迁, 社会心理因素复杂, 在移民搬迁及安置初期存在着

因建房、筑路、垦殖等因素, 导致森林植被砍伐、覆盖率下降, 存在水土流失、生态破坏的可能性。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生

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物将不断增加, 现状条件下已形成的水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水环境承载能力不强。据测算, 一期调水95亿m
3 
, 

汉江中下游水环境容量减少23%左右；二期调水130亿m
3
 , 相应水环境容量减少32%左右。同时由于流量减少, 下泄水温下降, 摄

食藻类的鱼类和生物可能减少, 水体自身对污染物的降解能力降低。由于生态环境影响有一个逐渐显露的过程, 调水后河势变

化、低温水下泄对水生物和农业生态影响、地下水变化等问题尚难以预料。 

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与两江水资源优化利用 

为避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后对汉江中下游可能造成的影响, 必须同步建设汉江中下游补偿工程, 包括引江济汉、兴隆

水利枢纽、改建部分闸站、整治局部航道等4项治理工程。引江济汉工程(也称“江汉运河”)是从长江荆江河段沙市附近取水补

充汉江干流兴隆梯级以下地区的灌溉、航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用水需求, 以及东荆河地区的灌溉、生态环境用水需求, 为两

江(长江、汉江)水资源的优化利用提供了工程上的保证。 

引江济汉工程实施以后可补偿汉江中下游因调水而减少的水量, 保证沿岸用水需要, 改善汉江水生态环境；同时开辟一条

江汉运河, 形成汉江与长江之间的最直接最便捷的直达航线, 构建北煤南运的又一通道；该工程也开辟了一条长江排洪通道, 

能够在必要时分泻长江洪水到汉江, 减轻荆江及下游防洪压力。因而可有效缓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后导致汉江中下游总水

量减少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尤其能够改善从兴隆到武汉河段每年4至10月的生态、灌溉、供水、航运用水条件, 对江汉平原和武

汉城市圈, 都有着十分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当然, 引江济汉工程功能的发挥, 效益的好坏, 还有赖于整个汉江中下游

补偿工程与丹江口水库和三峡水库联合调度运行, 这是实施湖北省两江水资源优化利用的关键。 

八、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及两江水资源综合利用对策 

1.增强机遇意识, 转变发展观念 

本着“南北两利、南北双赢”和“服务大局, 抢抓机遇, 促进发展”的原则, 工程建设给湖北汉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因此湖北省应抓住南水北调工程机遇, 一方面要抓住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和汉江流域梯级现代水利示范工程

巨额投资搞工程建设的现实商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抓住工程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机遇,在防洪保安全的自然条件下, 

实现水患意识向水利意识的跨越, 建立起牢固的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秩序。 

2.尽快成立汉江经济带开发管理机构 

中线南水北调在汉江流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由于流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因此对流域资源开发、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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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布局等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考虑和规划,这对于调水实施后的汉江流域显得更加迫切。建议成立汉江经济带开发管理机构, 

协调流域的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 监督工程项目的实施。 

3.借鉴三峡移民的成功经验, 走“内安” “外迁”并举的开发式安置移民之路 

移民安置必须认真总结过去经验和教训, 确定因地制宜的安置原则, 实行一二三产业相结合, 移民安置与城镇建设相结合, 

发展库区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对移民的近期补偿与长期扶持相结合, 在选择有代表性的村进行移民安置试点, 开辟城

镇迁建、工矿企业迁建试点, 探索二、三产业安置移民, 借鉴三峡移民的成功经验, 走“内安”、“外迁”并举的开发式安置

移民之路, 确保移民“移得出, 稳得住, 逐步能致富”。 

4.发挥工程的综合效益,促进湖北经济多向发展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给湖北带来了防洪、航运、灌溉、旅游等各种综合效益, 我们必须善于抓住机遇, 把效益转变成湖北经

济的驱动力。首先, 在防洪保安全的条件下, 实现水患意识向水利意识的跨越。其次, 汉江航道的改善, 以及贯通长江与汉江,

增加了区域经济交流。再次, 加强生态建设, 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和生态城镇建设。最后, 工程建设将形成

一系列新的旅游景观。丹江口大坝的加高, 高峡平湖的壮观景象更加突出, 汉江旅游的开发建设, 将湖北的丹江口水库、武当

山、神农架、古隆中、明显陵等知名景点相连接, 而调水将水源区汉江与受水沿线的44 座城市相连, 与首都、天津人民共引一

江水, “饮水思源”游势必会给湖北旅游经济带来又一次发展机遇。 

5.优化区域规划, 带动湖北经济的整体发展 

中线工程是继三峡工程后在湖北建设的又一项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水利工程, 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超

出了水利工程的范畴,湖北省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 开展汉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宏观发展问题研究, 集思广益, 充分合理的挖掘, 

利用好国家150多亿元投资问题；认真谋划以武汉为龙头, 以江汉平原城市群为腹地, 以襄樊、十堰等大中城市为支撑, 以汉江

水利工程为依托的汉江经济带的规划布局问题；通盘考虑实施引汉济江工程, 汉江与长江在湖北中部贯通后, 进一步发挥江汉

水道“金三角”的优势问题, 等等。使汉江流域经济带成为整个湖北经济的亮点, 进一步带动整个湖北经济的发展。 

6.加强水利示范工程建设,使湖北经济快速发展 

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四项治理工程的实施为契机, 加强以防洪保安工程、资源配置工程、生态环境工程、综合开发工程、

汉江数字工程、现代管理工程为主要内容的汉江现代化水利示范工程建设,正确处理好示范工程与南水北调工程的关系、实施示

范工程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承受力的关系、示范工程实施阶段和机遇的关系。把汉江建设成为中国的田纳西河、世界一

流的现代示范工程。更好、更完善的发挥出它的供水、发电、生态、防洪、旅游等效益, 为湖北的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7.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为湖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本着“南北两利、南北双赢” “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 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丹江口库

区及汉江上游地区, 通过水污染防治, 水土保持, 生态示范县建设及源头地区生态保护区建设等措施, 保障丹江口库区水体水

质安全；对于汉江中下游各种生态环境的影响, 规划建立汉江平原生态农业示范区, 建立污染防治区, 控制城市与工业污染。

对排污进行总量控制,坚决淘汰一些高资源消耗, 高污染排放的企业。 

8.综合利用长江、汉江两江水资源, 促进湖北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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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江济汉工程, 将连通长江和汉江, 加强湖北经济区域间的联系。湖北省应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契机, 进行水资源综合

规划, 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树立节水观念, 建立节水型社会, 发展节水型产业；推行清洁生产, 实施水环境

监测；推进水权制度创新, 规范用水行为；整治碍航河段, 保证汉江航道运输；打造以“水”为媒的区域品牌。以两江水资源

的持续利用, 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 是推动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仅一期工程, 国家在其的直接投资就超过150亿

元。湖北省上下应当按照党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

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科学合理综合利用长江、汉江两江水资源, 构筑汉

江流域新的水文生态平衡, 优化产业结构, 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进而带动湖北经济社会

的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真正做到“南北两利, 南北双赢”, 促进湖北“中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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