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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建设大城市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赵瑞祥 李玉邦 余美 张犊
1
 

(中共荆州市委党校，湖北 荆州 434000)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

阶段，做好城市工作，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城市发展质量。”荆州市委、市政府找准定位，把“大城市”作为推动

发展的主载体，提出建设“五区五中心”,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成为湖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据此，全面梳

理了荆州发展的历史脉络，理性分析了荆州建设大城市的优势，从 6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大城市 历史脉络 优势分析 对策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1 荆州城市的历史脉络 

1.1荆州之始 

荆州，是中国最为古老的行政区划名称之一。相传，夏王朝之父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天下划分为九州，荆州就是其中之一。

西周时期，诸侯交相攻伐，而楚君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封其长子康为句亶王，都江陵(地处沮漳河

与长江交汇处，今荆州市)。此即为荆州之地有明确建置之始。 

1.2荆州之兴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包括荆州在内的九州之名已经为当时的人们所熟知。楚文王时期，迫于周的压力，楚都自丹阳迁于郢。

自此，楚国都郢而强，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有 20代楚王在此纵横诸侯间 411年，当时楚在今荆州城处置渚宫，建官

船码头，作为郢都外港。可见当时荆州之于楚国是绝对的核心位置。 

1.3荆州之盛 

从西汉时期开始，荆州地区农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江汉地区的农业种植中心，水稻和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得到进一步推

广，农用工具也有所进步，农田水利建设迅速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地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从而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1.4荆州的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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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 13兵团第 49 军解放荆州，并成立荆州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领江陵、公安、

松滋、京山、钟祥、荆门、天门、潜江 8县。1955年 2月 22日，沙市市划归荆州专区。1957年 1月，荆州专区改为荆州地区。

1979年 6月，沙市升为地级市，划出荆州地区。11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荆门市，以荆门县城关镇及附近 35个生产队属荆州地

区。荆州管辖范围较大，曾一度被称为“大荆州”。1994年 10月，经国务院批复，湖北省人民政府通知，设立荆沙市。1996年

12月，荆沙市更名为荆州市。 

2 荆州建设大城市的优势分析 

2.1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十三五”时期，荆州市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600亿元，总量保持湖北第四。工业持续发力，“4611”

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已经形成智能家电和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新型造纸包装、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六大产业

门类，产业的“含金量”“含科量”“含绿量”不断提高。一批世界五百强和全国重点企业纷纷在荆州落地生根。数十家省直部

门、金融单位和高等院校与荆州市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科技等方面全力支持荆州加快发展；农业

基础厚实，淡水产品、油菜籽产量多年居全省市州之首，拥有湖北首家以农业为特色的国家高新区；2020年服务业增加值 1109.78

亿元，旅游综合收入 1292亿元，比“十二五”期间累计分别增长 103.41%和 123.54%。 

2.2区位、政策红利彰显 

荆州“区位”最大的优势是地理中心。荆州地跨长江中游核心段荆江两岸，长江荆州段有 483公里，是湖北长江经济带核心

区。长江黄金水道与我国南北大通道浩吉铁路、京珠高速在此交汇，荆州是两湖平原唯一一个具有公铁空水多式联运条件的交通

枢纽城市。 

荆州坐拥五大政策红利。荆州拥有丰富的长江资源，身处长江经济带的要冲，“一港九区”正在全市范围内加速建设；在中

部崛起战略中，荆州处于“中中之中”,对于衔接南北、沟通中西有重大意义；荆州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洞庭

湖生态经济区地跨湖北、湖南，但荆州是湖北唯一入围城市；荆州是全国第 5个、湖北唯一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些

政策为荆州高质量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多硬支撑。 

2.3社会治理成绩斐然 

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提升。脱贫攻坚如期完成，40.05万人如期脱贫，接续推动乡村振兴。统筹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完善，保障了人民生命健康。县市区全部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县验收。

2017年荆州获授“国家卫生城市”。同年，首次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荣誉——“长安杯”。2021年荆州荣膺“平安

中国建设示范市”,蝉联综治最高奖“长安杯”。 

2.4荆州文化底蕴深厚 

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三国文化的传承地、水文化的聚集地。春秋战国时期，先后有 20代楚王在此定都立国，熊家冢楚

墓遗址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保存最好、陵园分布最完整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三国演

义》有 62 回写到荆州。长达 11.14 公里的明清城垣荆州古城墙，被誉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长江穿越荆州全境 483

公里，雄伟壮观的荆江大堤和荆江分洪闸，多姿多彩的洪湖湿地保护区和天鹅洲白鳍豚、麋鹿自然保护区等平原水乡自然景观，

折射中华民族伟大力量的“九八”抗洪精神，共同形成独特的荆州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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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绿色发展引领生态建设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的指示精神。荆州高举

绿色发展“指挥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实施“四个三重大生态工程”,扎实推进中央和

省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积极发展文旅产业，方特游乐园、园博园引爆荆州旅游，在打造“吃

住行游娱购”于一体的产业链上成效明显。 

3 荆州大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3.1融入长江经济带，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 

(1)坚持铁腕治污，加快生态修复。 

化工园区企业环保基础设施基本完善、污染达标排放；积极开展水环境治理，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农业面源污染“一控两减

三基本”治理措施全面落实。全面完成长江干线非法码头、非法采砂整治及岸线复绿工作任务，打造城市滨江风景带。推进还湖

还湿，加大国家级和省级湿地公园创建工作，持续开展四湖流域综合整治和荆南四河流域整治。严格落实长江流域“十年禁捕”,

全面推行湖泊“人放天养”。 

(2)着力发展生态经济。 

充分利用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平台优势，发挥荆州境内丰富的湿地资源和水资源优势，大力开展湿

地景观和水上景观建设，发展观光旅游业和水产品产业，将荆州打造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走廊。构建节约环保的产业结构和

产业体系。 

(3)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步伐。 

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夯实发展平台，提升产业

承载能力，加大产城融合力度。壮大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主导产业吸附力。大力培育上市公司、百亿企业、“隐形冠

军”。加快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主导、现代服务业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助可控能力，推

进承接产业转移，促进相关产业的集聚。 

3.2提升交通枢纽地位，以“大交通”支撑城市发展 

(1)积极争取国家支持。 

荆州水陆空布局要对接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湖北“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

布局。大力争取国家和湖北“水陆空”规划布局对荆州的倾斜和支持，为荆州大交通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2)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 

完善“空铁公水”无缝连接、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加快形成“四纵两横一支”铁路网络、“八纵三横一环”高速公路网

络、“一民九通”机场场站体系、“一港九区”港口布局、“一隧十桥”过江通道等综合立体交通格局，打造长江中游功能完备

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国家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大力发展水铁联运、江海联运、水水直达、沿江捎带的现代物流业，打造现代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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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枢纽城市、多式联运节点城市、长江经济带重要航运基地和区域物流中心。 

(3)推进荆州综合交通项目建设。 

包括快速铁路、高速公路、通用机场、多式联运和集疏运通道建设，重点是李埠公铁两用桥、荆州至常德铁路、武汉至贵阳

铁路、荆州通用机场、当枝松石高速公路松滋段等项目。 

3.3对接区域产业分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坚持工业崛起。 

一是以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为核心，着力优化工业产业结构，提升传统产业，拓展新兴产业。通过资源整合，扩大开放平台，

实施重点产业链链长制，开展补链延链强链工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贯通，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二是发挥创新在产业转型

升级中的引领作用。引导企业加大科研和技改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以产业为基础、平台为载体、企业为主体、人才为支

撑、转化为导向，全方位加快科技创新。三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招大引强，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智能装备制造、

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大健康等前沿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以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为主，发展现代农业。 

一是做大食品制造业。以做优做强白酒饮料业为主线，打造具有全国地域品牌的食品加工产业。重视新农业水产品加工、宗

圣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纽莱福现代高效融合农业科技产业园、益海嘉里粮油精深加工、瑞邦动植物蛋白肽生产基地、华贵水生

蔬菜精深加工产业的需求。培育松滋白云边酒业产业集群、监利食品加工产业集群、洪湖水产加工产业集群。二是做优特色农

业。抢抓乡村振兴和革命老区建设机遇深挖农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虾稻共作”“双水双绿”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培育

现代种养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三是推进现代农业、高标准农田、乡村振兴示范村、农村现代流通

体系、现代农业精深加工产业园、特色产业村、粮食物流园等项目建设。 

(3)大力提升服务业竞争力。 

依托临铁临空产业园，发展现代物流、民航产业、会展商贸、民航科教、知名婴童服装设计与生产为主要功能的现代化生态

产业园区；逐步扩大金融、保险、信息等服务领域的发展。 

3.4推进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和乡村振兴 

(1)提升中心城区能级。 

优化城市发展空间，统筹城市功能、产业布局与人口的均衡分布，以功能疏散带动人口疏散，重点推进古城人口疏散和进城

务工人员市民化。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统筹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省级环保模范城市

和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继续推进城区卫生环境整治，实施“还路于民”“亮灯照明”工程。 

(2)提升县域发展水平。 

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建设特色小城镇，实现更高效率资源配置、更高水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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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动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激励县市区争先进位、奋发自强，力争新增 1个省内县域经济 20强县市。推动荆州市中心城区、

江陵县和公安县深度融合，强化产业、交通、城市建设、公共服务等全方位一体化发展。 

(3)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同步推进，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

共资源合理配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阻碍劳动力在城乡、区域间流动壁垒，促进人力资源

优化配置；推动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推动文化资源向乡村倾斜。 

3.5传承城市文脉，彰显特色魅力 

(1)突出城市特色文化。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荆州拥有灿烂、深厚的文化元素，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实感，要通过文化载体建设来彰

显历史文化特色，使其穿透力、影响力、渗透力不断增强。在古代，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先民在这里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

与古希腊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是三国文化的中轴区，关公文化的源头。荆州不乏特色，关键是要定好位。可将荆楚文化、

三国文化、红色文化、水文化为主要内涵进行凝练，以彰显荆州古城个性。 

(2)进一步加强景区景点建设。 

突出“三国文化”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三国名城”游。打造熊家冢楚王车马阵景区、楚故都纪南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八岭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主体的楚文化品牌。围绕三国文化和楚文化主题，高水平建设一批博物馆、名人故居、文化广场等景

点，形成历史文化遗产观光游、民俗风情游、宗教文化游、休闲娱乐游等系列旅游特色产品。要实施县市联动，加快县市文化旅

游景区景点建设，做到统筹资源、统筹发展。 

(3)推进文旅产业化发展。 

将地域特色文化体现到城市建设的各个环节，谋划一批文化创意项目，丰富城市建设内涵，提升城市品位，推动城市文化发

展。推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以文化包装旅游，让旅游承载文化，不断提升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

产业良性互动、共同繁荣。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用科技手段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增强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吸引力和附

加值，加快文化产品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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