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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化发展路径的开阳选择

张海波

9 月 21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再勇率队调研百花湖保护治理、贵阳北部区域同城化发展、富美乡村建设工作，强调要

加快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产业深度融合和富美乡村建设，为公平共享创新型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支撑。当天，开阳县迅速传达学

习了此次调研精神，以再勇书记的讲话为指引，紧紧围绕同城发展战略布局，按照高一格、快一步、深一层的要求，以“大交

通”建设为引领，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加快推进区域协同、城乡一体、产业深度融合和富美乡村建设，为公平共享创新型中心

城市建设提供开阳支撑。

一、立足资源优势,提升集聚同城要素

作为全国首个循环经济磷煤化工生态工业示范基地县和全国著名的磷矿主产区，开阳县不断放大资源优势效应，在打造“绿

色磷都 2.0”上大做文章，磷煤化工产业发展基础扎实，三次产业门类齐全，产业发展后劲充足。加之贵阳新型建筑材料产业园

等相继落户，经开区核心区加快建设，以安达、开磷、中凯鑫等公司为主要力量的企业加快转型发展，为推动传统磷煤化工产

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开阳县依托丰富的优质磷矿资源和旅游资源，强力推进“大交通”建设，随着贵瓮高速开

通、贵开城际铁路通车运营、开阳港客货运码头建成，贵遵复线、开息高速的强力推进，开阳内通外联的立体交通网络初具雏

形，区位优势更加凸显，为加快融合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集聚优势资源，提升同城要素，同城发展首先是思想同城、行动同城。开阳县坚持“四找”的方法论，在厚植优势、补齐

短板中主动作为、奋发有为，积极推进同城化发展，为贵阳构筑北部产业带提供强力保障。

二、坚持交通先行,筑牢同城发展根基

同城发展，交通先行。作为贵阳的“北大门”，开阳县坚持交通共享的原则，以推进“大交通”建设作为同城化发展的重

点，以建设贵阳（综保区）至开阳（经开区）产业大道为主动脉，拉近与主城区及周边区县的空间距离，融入“三区三县”(高

新区、综保区、白云区、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特别是“三区一县”（综保区、乌当区、白云区、开阳县）旳协同发展

格局，实现在交通网络、物流通道、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快速连接、高效衔接和均衡配套。

坚持以建设“四射”“多环线”为抓手，加快推进 354 国道开阳县城经开阳港至肖家坳、开阳县城至久长和 101 省道开阳

县城经南江至贵阳乌当段、开阳县城经冯三至楠木渡段“四射”公路建设。加快喀斯特之环、农业产业环、旅游产业环、工业

产业环的全局规划建设，推动 S102、S207、S208等各区域乡镇横向交通网络建设，加快久永货运铁路延伸经开阳港至瓮安规划

建设，加快开阳至瓮安的全省磷煤化工货运铁路通道建设，大力推动贵开城际铁路向外拓展延伸，坚持以“交通进村入户、助

推精准脱贫”为统揽，加快推动“组组通”建设，畅通农村地区产业路、致富路、共享路的毛细血管，建立起出入便捷的通组

公路体系，抢抓已获批建设一类通用机场机遇，加强对接协调，力争在 2025年建成投用，着力构建“水陆空铁”四位一体交通

格局，为实现产业链跨县域延伸拓展提供有力保障，打造贵阳北部对外开放的新平台。

同时，开阳县重点围绕磷煤化工、生态文化旅游、现代特色农业等产业领域，与大道沿线区（县）加强协同发展，形成要

素流动自由、产业关联度强的区域经济融合良好发展格局，推动贵阳北部产业带整体升级。精心构筑产业路网“框架”，把城

乡发展与道路交通布局结合起来，合理布局产业带、项目点、小城镇、富美乡村和田园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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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阳县规划“组组通”公路共 2452公里，其中 30户以上 2180公里已列入贵阳市实施计划中。2017年，开阳县实施农村“组

组通”公路共 166 条 472 公里，涉及 14 个乡（镇）67 个村，已全面启动开工。今年年底，我们将开工总计划数的 70%计 1526

公里；2018年 3月份全部开工，2018年年底完成 2180公里旳计划任务。

三、突出三化统筹,优化三次产业业态

产业是同城发展的“筋骨”。坚持优势互补，全力推进产业发展融合升级，是同城发展的关键和支撑。对此，开阳县以“三

化统筹”为引领，坚持“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强龙头、创品牌、带农富，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高效、富民产业体系，不断激

活内生动力，全力融入全市产业体系。

在农业高效化方面，开阳县坚持“突出特色、集聚节约、绿色生态、增收增效”的要求，紧扣“一环、一线、三走廊、四

板块”，加快“退粮进经”，统筹推进县域内蔬菜、食用菌、生态家禽等“短平快”产业与茶叶、中药材、精品水果等高附加

值旳长效主导产业发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大力提升蔬菜示范园等“保供基地”建设，不断打响开阳富硒农产品品牌，

推动县域绿色农产品不断“泉涌”。同时，抢抓全省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的政策机遇，加快打造以城关镇为中心，辐射东

南西北四个重要节点乡镇的冷链物流网，建成容积达 2.5 万立方米，全力为平抑贵阳“菜篮子”“肉案子”“果盘子”物价做

出“开阳贡献”。在工业高端化方面，以全力打造新能源动力之都为目标，重点以磷煤化工产业园为基础，大力发展精细磷煤

化工及伴生资源开发利用，推动区域融合。深入实施“千企改造”工程，推动产品向精细化工高附加值产品延伸，以磷酸铁锂、

磷酸铁扩能项目为抓手，推进正极材料、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等项目建设，实现降成本、提效率、绿色化、集约化。强化招商

合作，逐步构筑上、中、下游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开阳在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电池

市场占有率。力争到 2020年，建成以动力、储能电池为支撑的新能源全产业链基地，园区面积达 5平方公里，总产值 500亿元，

到 2025年实现 1000亿元目标。

在旅游全域化方面，按照“一心、三核、三带、五区”的规划布局，进一步加大旅游景区建设力度，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着力推进农旅一体化发展。重点以县城区为中心，加快亿丰温泉小镇、东风湖度假区、贡茶小镇等项目升级改造，

紧紧围绕南江大峡谷、开州湖和水东文化，着力打造 3个 5々景区，以开瓮高速、贵瓮高速、贵遵复线 3条高速路为纽带,打造

形成 3 条高速沿线旅游产业带。以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为重点，加快打造中部城市综合休闲休憩区、南部喀斯特峡谷风情旅游

区、北部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区、西部温泉文化与工业旅游区，形成东部高原湖泊低碳旅游区。力争到 2020年，实现打造省级以

上田园综合体 3个、市级田园综合体 6个。

四、聚焦公平共享,推进富美开阳建设

城乡一体、共享发展是建设公平共享创新型中心城市最有力的支撑。开阳县以“三变”改革激活城乡发展潜力，以增加资

产性收益和产业性收益为核心，全面聚焦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加快构筑以魅力县城为中心、特色小镇

为纽带、富美乡村为基点，实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旅游价值的最大化。

在“三变”改革工作中，开阳县充分学习借鉴六盘水“三变”经验，积极探索具有开阳特色的改革路径，鼓励农户与经营

主体联产联业、联股连心、联动发展、增收致富。组建开阳“三变”工作服务中心，统筹推进全县“三变”改革各项工作。拟

定 39个村作为试点村，3个乡镇作为整乡推进，其余乡（镇）均有 1至 2个村作为试点，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

运用好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搭建好园区发展平台、金融服务平台，不断完善利益链接机制、收益分配机制、进退机制、风险防

控机制，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的综合效应和红利，增强广大群众特别是低收入困难群体在改革中的获得感。同时，积极探索推进

城市“三变”，加快推动资源、资金、劳动力向前景好、潜力大、效益高的项目集中，实现闲置资源社会化再利用。

在推动富美开阳建设工作中，开阳县以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为宗旨，加快形成以县城为核心，辐射带动城关镇与永温、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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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南江等周边乡（镇）和紫兴、南山两个社区的“区域协同”发展，抢抓全省第一批整县推进小城镇建设试点县契机，坚

持以全域化发展视角，以小城镇为核心纽带，构建各具特色、共建共享的新型城镇建设体系。始终坚持同城化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型的利益连接机制，加大对城乡资源整合力度，加快构建股权合作、产业带动、主体培育、权益保障、风险防控的城乡

一体共享发展体系，让广大群众实现从旁观者向参与者、从工人向主人的转变，让广大群众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

改革发展成果，逐步构建起现代城市、特色乡镇、富美乡村、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同时，以紧扣主线、突出

重点、因地制宜、彰显特色为原则，重点推动“百村示范”“千村创建”工程建设，加快构筑富美开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新

格局。

近年来，开阳县重点在农村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着力，共计实施项目 521个，投入项目资金 17.5亿

元，将十里画廊打造成贵阳市富美乡村精品升级版示范带，打造了 27 个市级“提高型”示范点，101 个“普及型”示范点。努

力培育乡村旅游、文化体验、民宿等新业态，不断提升富美乡村“美丽指数”和“经济指数”，确保村民既当参与主体，也当

受益主体，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