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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潇湘，神奇永州

黄天锡瑛武生

永外|物华天宜，人杰地哭。"拇毫翻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宋代大

诗人陆游的诗句盛赞这盟山水之神奇，人文立深膜，使锦绣潇湘名播海内。

永州是文化厚重的朋S坦白蜡。永州是战国南方开发较早的地区。集时建

县，因汉置零陵郡，此后历代建郡望府从未间断过。永州古树、零陵，又因潇水

与湘江在境内交汇而雅称潇湘。《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抑，崩子苍梧之

野，葬于江南九蝶，是为零陵。"就是说哮陵因舜带葬于九提山而得名。隋朝因

境内有"永山、永水"而置永州总管府，这是"永州"之名最早见诸于世。自从

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黠在统一百趣的战争中，于湘江上游开凿灵渠，沟通长

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后，此地便成为中原进入岭南地区的主要通道。到东汉末

年，零陵郡已成为长江以南为数不多的百万人口大郡。历史上永州各贤辈剧。

葡汉诸葛亮的继任者蒋豌、东黑名将黄撤，庸代狂草大师怀素、湖广…带第一

个状元帝郁，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南宋抗金兵马元帅陈谶，清代军机大臣陈

大受、大唱法家何细基，近代回民党囊阁将领庸生智，中共建党先驱骂萨达，黄

埔军校"三杰"之…蒋先去，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铺、江华簿，他们都是永州人民

的眼傲。"潇湘自由诗人士啦"历代名流如司马迁、孪白、柳宗光、寇准、船飞、张

泼、张杖、杨万盟、文天样、徐霞客、王夫之等都曾游历或流寓于此，留下了数

以千计的名篇佳作。舜帝的《南风歌》、柳宗光的《永州八记》、周敬颐的《爱莲

说》辉映千秋。孕育于此的舜文化、柳文化、瑶文化、理学文化和"女书"文化，

唱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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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流之一。 于今，走进永州城

乡，至IJ处都浸润着古色古韵:古城一一零陵古城是一座拥有

2200 年建制史的历史名城;古皇陵一一煌煌九疑山舜帝陵，

自秦皇汉武起历代帝王登基都遣使致祭;古遗址一一道县玉

瞻岩是距今1万年前的人类最早稻作农业遗址;古文庙一一宁

远文庙是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文庙;古碑林一一洁溪碑

林由唐代文学家元结首创，现为全国最大露天碑林;古民

居一一市内保存较好的明清古民居近百处，凸显浓郁的湘南

传统特色。 此外，还有众多的古寺 、古塔、古桥 、古营垒等。

永州是山川秀丽的生态螺城。 "钦乃一声山水绿"柳宗元

用一个"绿"字精确概括了永州最鲜明的地理色彩。 绿的山原，

绿的潇湘，绿的城镇，绿的家园。 绿是永州的灵魂。 永州属亚热

带季风湿润气候，境内山陵、丘岗、盆地相间分布，河谷纵横，

生态环境保持良好。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2% ，野生动植物3000

多种，常年空气质量优良率100% ，主要水域95%以上的断面

达到国家地表水一、二类标准。 拥有9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和自

然保护区。 九疑山峰峦叠幢，绵延百里，尽显造化之神韵;阳明

山古木参天、竹影婆婆，是湘南挂北的佛教圣地;舜皇山层林

尽染，郁郁葱葱，有"天然氧吧"之美誉。 碧波万顷的潇湘平湖，

纵贯新城和古城，构成城水相依、水在城中的瑰丽画卷。 目前，

"三山一湖一城一碑林"的主题旅游项目，正在加紧开发建设。

依托"山青、水碧、天蓝、地绿"的生态环境，永州将建成人寿年

丰的乐土，成为旅游休闲的佳地。

永州是区位优越的内陆前城。 永州地处湘粤桂三省区结

合部，有8个县区与两广接壤，素有"沿海的腹地，内陆的前沿"

之称。 过去，受大山阻隔，固有的区位优势难以发挥。 近些王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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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永州抓住圄家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机遇，历经艰苦努力，已初

步构筑起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四位一体的现代交通网络。公路方面，有二

广、泉南、厦蒂高速穿境而过，迎接两广的九条出省通道全面实施扩改;铁路

有洛湛线、湘桔线在此交会;零陵机场已开通至长沙、北京、深圳、昆明航线;

湘江水远可出洞庭入长江抵上海。特别愚即将金钱贯通的工广高速，北起内

蒙古工连浩特商烹广州，腰罄高速东起厦门西达成都，这两条高速公路在此

形成"十"字形架构，使永州的地镣优势得以充分显现，北上南下、东进洒出，

四通八达。届时，南下广州、|只需3小时，回出北部湾也仅4小时车程。为充分发

挥永圳、|作为内陆前沿城市的优势，国家商务部确定永州、|为"加工贸易梯度转

移重点承接地"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永州要成为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

的排头兵和湖南对接东盟的桥头堡O

永州是:蓄势待发的开披蹦蹦。这里土地肥沃，热丰雨沛，农副产品量多

质优。市内尚有可望土地100余万亩。全市水能蕴藏量240万千瓦，可供开发

的达166万千瓦。己探明矿藏65种，其中稀土、锚、棚、捏保有储量居全省第

一，潜在经济价值超过1300亿元。永外|也是劳务输出大市，常年在沿海打工

经商的达150万人。农业现已建成优质稻、烤烟、水果、反季节蔬菜、速生丰产

林、瘤肉型猪六大基地，培商回家和省级龙头企业21 家，现为全回农业产业

化先进市。历经20多年争取，投资规模边130亿元的海天河水利枢纽工程已

经国家批准立顶，即将开工建设。工业已形成汽车、卷烟、造纸、冶炼、建材、

食品、制药七个支柱产业，规模工业企业800家，长非汽3年永肿|基地已具有8

万台鹦生产能力，并发展零部件配套集群企业10余家。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建成区拓展到70平为公里，城区人口 49万。 2010年地方生产总值750亿

元，财政总收入突破50亿元。因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把永州发展定位

为 100万一200万人口的大城市，这是我市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未来，总体

按照省委、省政府"四化两型"战略，贯彻科学发膜观，坚持工业强市，开放兴

市，做大做美中心城市，主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积极对接东盟自贸区，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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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圳、l建设成为湖南新兴工业城市、湘粤桂结合部新崛起的

中心城市和现代生态因林城市。

千古潇湘，商业勃兴。勤劳智慧的600万潇湘人民，阔步迈

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今日永州"天时地利人和"蕴

藏着无限商机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市委市政府着力营造开放

开明的政策环境、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

境、健康文明的人文环境，竭诚欢迎国内外客商前来投资兴

业，共创潇湘永圳、|更加美好的明天!

(黄天锡，中共永州市委书记;龚武生，中共永州市委副书

记、水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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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这段历史，使我对担任主要领导

干部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全局、长远、团

结，源自于博大的胸怀;负重、开拓、奋进，

集合于创新的使命。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把班子、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

调动起来，顺利打开工作局面。

一一秦光荣《潇湘河畔的追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耕耘篇

潇湘河畔的追求

。秦光荣

湖南省永州市， 1 995年以前为零陵地仄， 是普I~t

水与湘江二水的交汇之地， I二| 芮利t称潇湘。

我: 1\生于潇湘之皮。 随着时光的流监，我向一

个农民的儿子成为党的十:部。先后担任了零陵地委

委员兼国地委书记、零陵地以行署高IJ专员、零陵地

委副书记兼冷水滩市委书记、苓|段地委书记， 1993

年7 月，我调外地下作。

作者近照 离川:家乡 10多年了，回想当时的工作情景，犹

J)j J万在口 。 思乡、爱乡之俏，犹如潇湘之水，长流不息 。 零陵地区位于湘|南，是

湖南通向广东、广内的阿南大门，而积2.24万平方公里。 |主|舜帝南巡"崩于苍

梧之野，葬于江南儿疑，是为零陵"而得名 。 1995年，同务院决定撤销零陵地以

设立永州市 ，从此，零陵地以改为地级永州市，其行政辑 IX:范罔不变。 原冷水

滩和永州两个县级市分别改为冷水滩区和芝山 |天 。 回忆在零陵地区下作的

几年，我有以下方面的探索:

( -)统-发}id!41胳

新巾同成立以来，零陵自己与自己比，发生了翻天很地的变化，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气中全会以来.经济杜会发展步伐明!if.加快。 反思过去40年经济建

设的历程，纵比零陵有进步，横比零|凌却落后 。这阳|然与其远离省会长沙以及

受"左"的思想、影响和|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全区对零陵地K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认识不统一 ，缺乏一个统一的经济发

展战略，用以指导f 大千部和群众的实践。 有鉴于此，我一改"新官上任 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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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长远、团

筒，源自子博大的胸

怀;负露、开拓、奋册，

集合子制新的使命。

把火"的套路，上任伊始就与班子其他成员一道 F去搞调研，

摸实情。在这个基础上，吸收历届地委班子为建设零陵、发展

零陵所展示的长处，确定了未来 10年振兴零陵经济的发展战

略。用当时体现这一发展战略的简洁语言概括，就是"革农、

兴工、扩城、活商"八字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制定发展目标，制

定各个行业的发展思路，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突出零牍地区

的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经济作物，使零牍地区的农业特色更加

明思;突破零陵蛐区的薄弱环节，兴士促农，实施了一大批大

大小小的工业项日，努力加强工业基础;强化零陵地区的中心

城市建设意识，推出了…一些城市建设的动作，加快永冷两市联

城和中心城市建设;加强城乡市场建设，积极发股流通，掀开

了零陵地区城乡集贸市场大规模建设的序幕。想方设法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不遗余力地推进零隘的约济社会快速发展。

(二)实践弹性地区

零陵地区被列入湘南改革开放过技试验以后，如何利用

中央的弹性政策办好过渡试验区，让弹性地区真正弹起来，广

大干部群众都在翘首期待。我们以湖南省委关于向广东学习

的指示为动力，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rp进行解放思想、更

新观念的再发动，明确提出要从姓"杜"姓"资"、从宁"左"勿

右、从计划与市场、从先富与后富等争论中解放出来。 这为随

之而来的学习贯彻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奠定了慕础。小平

同志南行谈话的学习贯彻，再次把全国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

引向深入。我们以新的高度理解湖南省委关于向广东学习的

指示，适时提出和深化"对接广东"的大课题。经M广泛调查

研究并经专家学者论证，地委全剧部署了从思想观念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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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上、运行体制上、支柱产业仁和思维方式上对接广东的下.作。在思想

观念上，正在确立"二.个有利于"的核心地位。在政策措施上.不仅修订发布

了新的对外招商引资红头文件，而且对内搞活的措施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调整和完善。在运行体制方面，主要是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步伐，完善

企业第工轮承包制，问时，加大市场及其体系建设的力度;以干部分流为突

破口，稳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在产业对接方面，确立了参与华南经

济大循环的目标，首次提出在与广东经济接轨中甘当配角、甘当二传子、甘

吁原材料刷劳动力的供应基地，并积极创造条件，承接的广东经济提质 1m

实行的产业转移。问时，以改革的精神整合全区产业资隙，尽快形成农业、

工业和流通领域的支柱产业，增强与广东产业对接上的经济实力。;在思维

方式对接上，强调既纵比，更要横比;既不离开"本才γ\更要剪于创新;既不

怕人家来赚钱，更要力争双赢互利。由于抓住向广东学习、与广东对接这一

大的主题，零陵的改革开放成了全省的一大热点。广大干部群众励精|到强，在

治理整顿向纵深发展和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经济工作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

下，仍然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奋发向 t、勇创佳绩。面对来之不易的改革开

放大好形势，我们因势利导，以创办各级开发小区为突破口，把试验区的改革

开放不断引向深入。地委、行署重点抓了"南洞北园"和三个边贸小区。小区的

制办及其卓有成效的了‘作，标志着零陵改革开放过液试验区进入 r有目的有

的实质性推进阶段。全[>(改革开放以向广东学习和与广东对接为主服，

互联互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格局，由此形成。

(二三)战胜三年干旱

零陵北部属衡召~f早走廊之腑，南部周南岭山脉北朦的秋早之地。全l泛

虽说不排除有洪溺水患肆虐，但主要是遭受早魔摧残。据史料记载，处于衡

邵干早走廊的零腔，干早年份大大超过洪游年份。特别是1989年开始的连续

三年大早，给零陵地区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十分惨重。 1989年底，因遭受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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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迎的大早，农业生产急刷Fi'肾，根食严重减产，农民严重减

收口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熊消;民同志带着省自部门负责

人到零陵视察灾情，不少人情然泪下，深感零陡的发展是在坚

持抗大旱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新老班子的T.作交接.也是

罔绕抗旱这个中心完成的。新班子接手地委的全国 r作后，旱

情只是稍稍舒缓了→下，便向两年连早发展，以后义发展到气

年连早。在连续三年大早面前，我们动员和组织 f部奋力抗

旱，一-季损失二季补，Jj(田损失旱地补，农业损失非农补心原来

省委担心零陵王年干早，有叮能fi1现时米要饭去逃荒的现象.

归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在二气之年扰早

早经盼，在全区加以t惟住f广既减轻了平情造成的损失，5l!从长

站为零陵地以农业的持续发脱创造了条件。 这聘任验主要是:

捎好水利建设是战胜干早的先决条件;强化统一管水方能有

效地组织抗早保4Ã，( ;改革耕作制度必须闲地制宜;把造林绿化

作为防御向然灾害的战略措施来抓。实行这吨抗旱措施，增强

了零陵地区防御内然灾害的能)L 水平IJ建设 1/闹，通过建新

的，改老的 ，1't小的，每年新增蓄引提水总量都在1亿立方米以

上。特别是在改制方面，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态度，彻底破

除那种"抓农业就是抓根食，抓根食就是抓水稻"的思想， }I/员势

而为推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η 在农业ffi构调整|二，主要是实行

~耕还林，扩大林牧副收的 lt 1屯。在和fl楠、1\1.内部结构调整上，

突出扩大早根、经作而积，发展节水型农业。同时，鼓励和支持

"二冬"生产。零陵以油菜为主的"气冬"生产，历史1:.没有过

100 万商的纪录，而在1991年。却发展到了 150万南左布。造林

妹化成绩斐然，全|反不仅提前一年实现荒山绿化，而且lll 现.Q1

林种变多林种，单层林变多层林、任济林与生态林共生共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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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排左二)考察市政边设

局雨 ，使治川j 与jh水达到不n ~皆统一。 年大旱， 三:年大干 ，来之不易的是农业

丰收和农民用tI'Q: 丁 1991订今 1><:粮食产最 rl1 1989年的206 .9万吨增加l到228.8万

吨，增民 10.6% ; 农民纯收入件1481元响力D t1jS99元，增长24.6%。 农业的稳定发

展，为推进弹惋地 1><.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

( I叫)}JII快经济发版

在:在陵地|丘 1 ..作的儿年 ， ;.二年找们来 11 1 抑f }J抓生'1: 1齐、 下力. ~I. ~十求发展的儿

年。 育必iJ1:纠j齐 ，行必抓约1齐 。 地委这种 I~I 觉性影响和带动了全l丘各级党委

和政府，全 |丘抓纤济的气纸浓、效果奸。现在 PIl itt、起来 ，有几点是值得肯定的 。

一是开发资源优势 ，突 :1 ~ ~手陵特色。零|凌的资源丰富 ， 富有特色的集中反映在

"肯 、 山 、土、边" 12~1个字 仁 。 找们用绕这四个字集巾力量开发 ，挖"宵"的精华 ，

做"山"的文章，J眨"土"的优势，扬"边"的长处。在古地 、古部、肯文化遗产遗迹

上，实行肯为今肘，保护与JF发并E。全区先后规划7k州市城和道县赚溪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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