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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黔东南州发展需正确看待五对关系

赵泽鸿

按照贵州省委关于黔东南州“打造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的战略定位，黔东南州委、州政府以脱贫攻坚统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如何加快黔东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工作部署。但结合州内外发展态势看，当前一些重要问题和

关系需进一步理清。在此，仅就其中五对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一、正确看待“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坚持“转中赶”

“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经济发展”才能更客观涵盖和反映经济工作成效，必须狠抓“转”提升发展质

量。2017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

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是必然要求，但做大经济总量仍然是全州的重要要

求，必须紧盯“赶”确保不掉队。黔东南经济总量和人均在全国地州一级总体靠后，当前要防止片面强调转型、生态或者补短

板等工作把投资、招商等工作落下，防止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如果不能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总量和人均就会被省内外其

他市州赶超，同步小康就会掉队。

二、 正确看待“县多、县小、县弱”与“做强增长极”的关系，做优“增长极”

客观认识到黔东南州存在“县多、县小、县弱”和增长极还不强的现状。黔东南有 16个县级行政单位，数量全省最多，但

从《贵州省统计年鉴（2017）》公布的 2016 年 88 个区（县、市）数据看：在经济总量上，岑巩、剑河、三穗、锦屏、施秉、

麻江、台江、丹寨、雷山 9个县处在全省最后 10位序列中，最后 1位的雷山县 GDP只有 28.11亿元；在人□规模（常住人口）

上，人□最多的凯里只有 54.31 万人，第 2 位的黎平只有 39.11 万人，台江、雷山、麻江、丹寨、锦屏、施秉、岑巩、三穗、

剑河 9个县均不足 20万，最少的台江只有 11.18万人。县多、县小是历史区划、地形地貌和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但

随着经济竞争区域化、板块化趋势的加强，这一现状的确对全州城乡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州委

近年提出“一核一圈两级”战略后，作为“一核”的凯里人□规模不够较为明显，“一圈”中的丹寨、麻江、雷山、台江、黄

平等县均是人□、经济小县，对“一核”的支撑不够，而“两级”（黔东经济增长极和南部经济增长极）至今没有真正的龙头

城市和核心引擎。同时也要认识到虽然"县多、县小、县弱"不是问题关键所在，但不能都是小县，要加快形成“众星捧月、月

照群星”的格局。“县多、县小、县弱”是现状而不是问题关键所在，县多、县小也有优势，比如县小反而在社会管理等方面

容易统一推一种做法；又如对一些以县为单位进行分配的中央、省资源，县多自然可以多争取到，县小可能人均就大。至于县

弱是短期内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果，本身也不是问题。问题是，小县单打独斗没有资源整合优势和人口聚集效应，黔东南不能普

遍是小县、弱县，应当围绕“一核一圈两级”战略，研究国家区划调整的政策，探索推进县的撤并和区划调整，进一步做大做

强凯里，做优做强黔东、南部两个片区增长极，加快形成“众星捧月、月照群星”的区域发展格局。

三、正确看待“魅力黔东南”与“实力黔东南”的关系，提升“硬实力”

魅力是特色，是灵魂，应进一步用好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宝贝”，发出黔东南声音，讲好黔东南故事，做到软实力

硬。“中国聚宝盆•大美黔东南”已成黔东南的响亮文化宣言，作为全国地州一级中国传统村落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

地区，作为拥有施秉卡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侗族大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千岛，这一称号当之无愧。通过举办省州两级

旅游发展大会、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国际民歌合唱节等活动加强宣传是极其必要的，美誉度、知名度的提升，既可以带

来大量的人流，拉动旅游等产业的发展，更可以提升全州干部群众的文化自信，激发发展动力活力。但魅力不等于实力，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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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快建设“实力黔东南”，防止硬实力软。黔东南是贵州较早通铁路（1974年湘黔铁路建成通车）、高速（2000年贵新高速

建成通车）和高铁（2015年沪昆高铁贵阳以东建成通车）的市州，又有曾经“三线”工业的基础和现在民族文化大州的知名度，

导致部分人一定程度存在“东南自大”的思想，但放眼全省，截至目前，在除省会贵阳外的 8 个市州中，黔东南经济总量、财

政收入、产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等指标均还没有优势，拳头景区打造还不够。放眼周边，怀化、桂林、柳州、遵义、黔南综

合经济实力均在黔东南之上。

四、正确看待“民生事业”和“民生产业”的关系，突出“新路径”

坚定信心从“民生事业”中抓出“民生产业”，特别是抓出高端民生产业。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民生事业事关人民

福祉，但对于矿产资源不占优势、产业区位不占优势而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等有独特优势的黔东南，应从落实大扶贫、大数据、

大健康、大生态等战略行动的高度，坚定从民生事业中抓出民生产业的信心和决心，大力培育发展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

民生产业。作为民生事业，建好设施、做好管理是基本工作，但这些工作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对区域赶超发展只是补短板的问

题，如果上升到优质高端民生产业，则可能拉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异军突起、长期受益。以教育产业为例，在全国市州一级，

河北省保定市、吉林省吉林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云南省大理市均拥有多所高校特别是本科以上高校，对地方经济起到

强有力的支撑。以医疗为例，预计投资 19亿元的茅台医院已开工，如果按计划打造成西南首家国际化标准三甲医院，必然吸引

到大量高端人群到仁怀。尽管民生产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要与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战略定位相匹配，应

当超前规划，加快推进民生产业特别是高端民生产业发展。精准处理好“民生事业”和“民生产业”的界限，坚持政府保民生，

市场兴产业。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基本公立医院等必须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由州、县、

乡各级政府加强建设，做好兜底。而在优质高等教育、健康疗养、体育赛事、文化会展等方面，可以按照高端领先的原则，加

强招商引资，以市场的手段组建国有、混合所有企业来经验管理，或者直接交由民营企业建设、经营、管理。

五、正确看待“抓好落实”与“改革创新”的关系，优化“大环境”

严防"抓好落实"背后的消极怠工和慵懒无为，真正做到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

党的加强，虽然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大幅增强、工作作风普遍改进，“一支烟、—杯茶、一张报纸”的懒政现象得到全面遏制，

但一些干部空喊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责任大，一些干部私下埋怨寻租空间的在减小，一些干部表面大喊“抓好落实”，

背地里明哲保身、遇事躲闪、慵懒无为，对本职工作不主动思考，对上级安排的改革创新任务敷衍了事，久拖不决。因此必须

加强措施，进一步完善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制度环境。创造条件大胆支持“改革创新”的闯将、干将。抓不好创新就没有未

来。当前，全州脱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环境治理、风险防控等工作也十分压头，干部大部分时间都压在了落实脱贫攻坚等工

作上，但应在抓好常规工作落实的同时，大力推进改革创新，避免总是跟跑、垫底。应创造条件大胆支持“改革创新”的闯将、

干将，应大力弘扬“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三敢精神”，建立完善尽职免责机制的同时，对在改革创新中敢于

较真，有干劲、有闯劲且政治素质强的干部，大胆提拔，并为他们搭建平台、撑腰壮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