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市十三届人大

四次会议文件
（１４）

关于黄石市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５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在黄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黄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黄石市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５年计划草案提请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

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及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２０１４年，面对“三期叠加”１ 的复杂严峻形势和经济下行的巨

大压力，全市上下深入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强市，加快建成鄂东

特大城市”战略，认真落实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着力稳增长、促转型、推改革、惠民生，在

“新常态”下保持了全市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社会和谐稳定。

（一）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呈现“减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态

势。一是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预计全市生产总值 １２０７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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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８．７％。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１０２亿元，增长 ４．９％；第

二产业增加值 ７２２亿元，增长 ９．１％，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５９２亿元，增长９．０％；第三产业增加值 ３８３亿元，增长 ８．５％。二

是结构逐步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３１．７％，同比提高１．３个百分点；轻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为１１．８％，同比提高 ０．６个百分点；冶金、建材两大传统

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４４．２％，同比下降 ４

个百分点；全市城镇化率６０．６５％，同比提高０．２５个百分点。三是

发展动力增强。投资持续较快增长，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预计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１４９．５亿元，增长 ２１．３％；实际外商直

接投资５．５亿美元，增长１２％；共实施亿元以上项目 ４３２个，其中

世星原料药工业园等２４２个项目竣工投产，美利林耐磨材料等２１７

个项目开工建设。消费活力不断增强，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５１９．７亿元，增长１３．３％。出口止跌回升，预计全年出口总额

１４．４７亿美元，增长 ２０．１％。四是质量效益提升。预计地方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８９．３８亿元，增长１４．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增长 ２２％；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９．５％、１２．０％，增速均超过全市生产总值增速；单位生产总值能耗

下降４．５％，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

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量完成省定目标。五是物价和就业稳定。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控制在２．５％以内；城镇新增就业７．５万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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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转型扎实推进，实现质量和效益双提升。一是工业

加快转型升级。在 ２０１３年度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考核评价

中获优秀等次，获批“全国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市”、创建“全国

质量强市示范城市”。以沪士电子等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以

高端农机等为重点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以世星药业等企业为代

表的生物医药产业、以凯程环保为代表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势头

迅猛，成功申报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黄石生物产业园，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列入省重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力度加大，关停

“五小”企业
２３６７家，淘汰落后产能７．９５万吨，实施大冶特钢优质

特殊合金钢棒材生产线、美尔雅年产３００万米高档面料生产线、铜

冶炼节能减排等技改项目 ２１０个。全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１３１家、中国驰名商标１件。预计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１３２

亿元，增长 １５％，增速比增加值快 ６个百分点。二是服务业提档

升级。获批“全国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和发展综合试点城市”。武

商购物中心、黄石摩尔城、广发黄石物流中心、罗桥物流园等重点

项目顺利建成，万达城市综合体、义乌国际商贸城等重点项目加快

推进，新增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和服务业企业 ２２５家。东方山风景

区晋级４Ａ景区，全市旅游总收入 ７２亿元，增长 １６％。电子商务

等新兴商贸模式迅速兴起，文化娱乐等新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被

列为“全国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三是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主

要农产品丰产增收，预计粮食、油料、水产品产量分别增长４．５％、

０．９％、８．６％。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推进，新增农民合作社 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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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庭农场 ４６４家。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 ６５．５％。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改善，开工各类水利工程 ２３００余处，完成

投资６．６７亿元，新增、改善灌溉面积２１．４５万亩，解决１２．９９万农

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幕阜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和整村推进

扶贫、移民搬迁扶贫扎实推进，全年减少贫困人口１．３万人。四是

科技创新能力增强。预计全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１９３亿元，占

ＧＤＰ的比重达１６％，比上年同期提高０．５个百分点。全市高新技

术企业新增１７家。“中科院湖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黄石中

心”签约挂牌，新增省级校企共建研发中心２家、创新型企业５家、

工程实验室３家、企业技术中心２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４家。完

成发明专利申请量９２８件，授权量７２件，增长２０％，技术合同成交

额达２１．５亿元。劲牌公司荣膺第五届“长江质量奖”。

（三）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一是重点领域

改革深入推进。调整优化政府机构，完成卫生、计生机构整合和食

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市直部门审批事项精减８７

项、下放２９项，以“先照后证”３、“三证联办”４、“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为主要内容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顺利推进，全市各类市场主

体新登记４５３８０户，实有户数达到 １８１６５户，增长 ２２．７２％。农村

改革不断深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完成年度

工作任务，大冶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正式挂牌。资本市场建设再

获突破，汇波材料成功登陆“新三板”
５，凯程环保、九味食品分别

在武汉和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发行哈特贝尔中小企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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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集优债３０００万元。国有企业和部分投融资企业改革深入推进。

社会民生领域改革继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

步实施，被列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试验区”。二是对外开

放水平不断提升。产业链招商取得成效，全年共引进市外境内到

位资金７２０亿元，华纳铜箔、光谷北斗等２２个投资过１０亿元的重

大项目先后落户黄石，新增外贸出口企业 １６家、境外投资企业 ２

家。海关监管区域建设取得突破，黄石棋盘洲保税物流（Ｂ型）中

心封关运行，我市成为全省第一家拥有保税物流中心的地级市。

开发区、园区活力增强，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启动了省

级以上开发区（园区）扩区调区工作，预计全年全市省级以上园区

固定资产投资８６８亿元，增长２３％。区域交流合作不断加强，与沿

江２６个中心城市共同签署了《长江流域环境联防联治合作协

议》。

（四）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城市承载能力显著提升。一是重

要规划编制抓紧开展。《黄石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３年修改）》已上报国务院待批。编制完成“两镇一区”６和省

级示范镇陈贵镇“四化同步”
７
规划，指导编制完成 ２９个村庄规

划。二是城市发展空间不断扩展。大冶湖生态新区建设全面启

动，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完成，月亮山隧道等重点工程进展

顺利，大冶湖跨湖大桥、鄂东医疗中心、奥体中心等１６个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全面启动。三是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完成发展大道、河

西大道综合改造等道路建设工程，东方大道贯通工程正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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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恢复停车场７处，完成铁山铁津港、新下陆东西港污水干管

建设，疏通排水管网 ７０公里，新建污水管网 ５６公里、天然气管网

５７公里，建成灵乡等３个城镇污水处理厂。四是美丽乡村建设积

极开展。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２６９８户，县乡公路改造 ５２．６６公里，

建成通村公路 ３７６．８公里。建立“户分类、村收集、镇转动、县处

理”的四级垃圾收集处理模式，形成村庄保洁长效机制，完成 １８１

个自然村的村庄整治。５个乡镇被列为国家重点镇，刘通湾等 ３

个村入选“中国传统古村落”。“万名干部进万村惠万民”活动和

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全市累计投入资金４．５亿元，兴办实事２０００

余件，市直２９个帮扶工作队筹措资金 ５００多万元，实施各类建设

项目６０多个。

（五）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一

是“生态立市、产业强市，加快建成鄂东特大城市”战略深入实施。

编制完成《黄石市生态立市产业强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３０年）》，

“五城同创”
８
工作统筹推进，成功举办黄石首届园博会，获省首届

园博会举办权。“五边三化”
９、“八园六带”

１０
建设加快推进，完成

“五边”区域绿化１４万亩，新增改造城区绿地面积１２５公顷，完成

３３家矿山环境治理设计，全面启动绿色矿山建设，国家级绿色矿

山新增２家、达到 ８家。二是节能减排扎实推进。完成重点企业

污染源整治４６０家。实施了新兴管业退火炉高温烟气余热回收利

用、宏泰铝业熔炼炉模具加热炉改造、西塞电厂３号机组脱硝等一

批重点节能技改和减排项目。重大试点示范扎实推进，创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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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工作积极开展，获批全国第四批“餐厨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黄金山工业新区获批国家

“低碳工业园区试点”。预计全市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可提前一年

完成“十二五”规划约束性目标。三是生态治理与修复取得成效。

编制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黄石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亚行贷款水污染综合治理项目进展顺

利，磁湖湿地公园项目即将实施。加快推进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

程，争取国家投入 ８．８９亿元，治理黄荆山、铜绿山等 ８个矿区 ７２

个矿点，改善矿区环境 １２．６７平方公里。关停露天矿山 ８３家，整

治尾矿库１０座。城区实行全面禁鞭。

（六）要素保障能力增强，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一是财税金

融运行总体稳定。预计全年全市财政总收入 １４１．６亿元，增长

１０．８６％；税收收入１１６亿元，增长 １１％。全市社会融资规模保持

适度增长，融资结构继续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截止 １２月底，全市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贷款余额达１２７４亿元、８７５亿元，比年初增

长１０．５７％、１３．６８％。全面启动市级投融资公司改革，六大融资平

台融资能力不断增强，新增中小企业担保贷款 １１０亿元。二是能

源保障能力增强。创建“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工作扎实推进。

编制了黄石市新能源示范城市发展规划和创建工作方案，修订了

《黄石市供热专项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黄石市中心城区天然气

利用专项规划》，预计全年能源投资完成２０．５亿元，实施电网建设

与改造、光伏发电站等项目４０个。建立健全了油气长输管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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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制，完成安全隐患整改 ５９处。三是重大交通项目加快推

进。武黄城际铁路竣工通车，黄石新港铁路支线、大冶尹家湖大

桥、３１６国道分线改造等重点工程加快推进，武九客运专线黄石

段、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连接线、黄石至阳新快速通道开工建设，

棋盘洲、武穴两座长江公路大桥通过国家审查，沿江大道等重大项

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四是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向上争取年度用

地计划指标１５５３公顷，处置闲置低效用地５２公顷。６６７公顷工矿

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工作加快推进。实施国家、省级投资土地整

治项目７个，面积 １３．４７万亩。实施市级投资地方占补平衡土地

开发项目１２个，新增耕地面积３０６０亩。

（七）群众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一是

创业就业服务加强。“三大创业计划”
１１
深入实施，城镇失业人员

再就业２．７７万人，帮扶困难人员再就业２．２２万人，城乡劳动者就

业创业培训 ２．１２万人。发放小额贷款 １．６亿元，扶持创业 ８２２０

人，带动就业３．０６万人，扶持高校毕业生创业项目２６个。二是社

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被列为“全国社保基金社会监督试点城

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９９．８％，新农合参合率达

９９．７５％。完成全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第１０次调标，城市、

农村低保标准分别达到了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 ３０％、４０％。

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推进，各类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 １．２６万套，

分配入住１．１１万套，被列为全国“共有产权公共租赁试点城市”、

“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试点城市”。三是社会事业长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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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程、职业教育基

础能力建设工程、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改造工程、市委联合

党校、市精神卫生中心、市妇幼门诊综合楼、市中心医院急诊综合

楼、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食品安全监测能力建设等一大批

民生和社会事业重点项目加快实施。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

全，成功举办“２０１４年黄石·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等重大体育赛

事，获第十五届省运会举办权，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单

独二孩”政策顺利实施，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８．４３‰，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禁毒、反恐、消防、民防等工作

得到加强。全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形成了规划基

本思路和一批重大研究成果。

在我国经济转型换档和黄石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双重压力”

下，我市能够取得上述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市委、市政府沉着冷

静、科学决策、周密部署、有效应对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加强

监督、有效指导、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各地各部门锐意进取、扎实工

作的结果，是全市上下和衷共济、奋力拼搏的结果。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仍存在不少突出的困难和问题。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我

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我市经济增速特

别是工业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预计全市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低于年初预期 １．３个、３．０个、３．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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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个、１．５个百分点。二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产业核心竞争

力不强，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

块头还较小，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多，而钢铁、有色、建材、能源等传

统支柱产业增长乏力，特别是有色行业仍是负增长，产业转型升级

任务更加紧迫。三是实体经济依然困难。受国际国内市场有效需

求不足，我国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市阴极

铜、成品钢材等主要产品出厂价格连续 ３５个月下滑，一些重点骨

干企业增长乏力，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四是资源环

境约束较大。节能减排的空间和潜力逐步减小，而国家对资源环

境的刚性约束不断增强，重金属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矿山地质

灾害等问题仍然突出。

二、２０１５年全市经济发展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２０１５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也是黄石推进转型跨越发展，加快建设鄂东特大城市的重要

一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形势下，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既面临诸多重大战略机遇，也有不少困难和挑战。总体来看，仍然

是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

委对形势的科学研判上来，深刻认识、主动适应“新常态”，顺势而

为、主动作为，在“新常态”下把握新机遇、谋求新作为，奋力推进

黄石转型跨越发展。２０１５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和三级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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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和“竞进提质、升级增效”的工作总要求，牢牢把握“市场、绿

色、民生”三维纲要，深入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强市，加快建成鄂

东特大城市”发展战略，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主线，以法

治政府建设为保障，大力度扩投资促增长，大力度调结构转方式，

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统筹城乡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促进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

任务。

初步考虑，２０１５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为：

———全市生产总值增长９．５％；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０％；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０％以上；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３．５％以内；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３．２％；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１０％；

———出口总额增长１１％；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９％；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１０％；

———城镇新增就业５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５％以内；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８．５‰以内；

———节能减排确保完成省下达的任务。

三、２０１５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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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努力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一是保持

投资持续较快增长。大力开展“项目竞进年”、“项目储备提质

年”、“社会投资促进年”三大活动，发挥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

用。对重点项目实施“挂图作战，挂牌督办”，实行重点项目建设

直通车服务，加快推进总投资３６１８亿元的５０１个亿元以上项目实

施，促进总投资 ２００１亿元的 ２２８个计划开工项目按期开工建设，

力争总投资１６１７亿元的２７３个续建项目当年完成投资４６４亿元，

确保全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１４００亿元。加强重大项目策划

和储备，建立全市“十三五”重大项目库，力争入库项目投资总规

模在“十二五”的基础上有较大突破。争取更多的项目进入国家、

省“十三五”规划，加大中央、省预算内投资项目争取和监管力度。

二是千方百计扩大消费。抓好国家扩大消费政策落实，鼓励和引

导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激活消费需求。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养老和健康、信息、节能环保、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积极开展

“全国信息消费试点”，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民办教育、文化娱乐、

体育休闲等新兴消费。完善农村商贸流通体系，挖掘农村消费潜

力。优化消费环境，推进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信用消费产

品创新。三是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认真落实中央稳增长的各

项政策措施，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加强经济运行监测预警，保

障煤电油气运稳定供给。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加大对重点项目、小

微企业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四是加强战略规划谋划。高质量地完

成２０４９年城市远景规划、全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和电子信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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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代物流业、综合交通建设等市级重点专项规划及大冶湖生态

新区等区域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黄石经济升级版。一是加快培

育新兴支柱产业。坚持把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模具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造“一走廊两基地”
１２，加快培

育生命健康、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形成我市新的

增长点。重点抓好沪士电子３００万平方米印刷电路板、华纳国际３

万吨高档电子铜箔、欣兴电子高密度互连积层板、光谷激光产业

园、北斗科技示范城、国拓重工高端农机和液压元件、劲牌健康产

业园、博天环保大冶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编制完成全市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规划，设立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推进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加快打造中部“硅谷”。二是促进传统产业高端

化发展。立足于提升工业核心竞争力，深入实施“两计划两工

程”，
１３
加快推进新冶钢焦化节能改造、有色 ２０万吨废杂铜加工、

日丰新型建材、美尔雅工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促进钢铁、有色、建

材等传统支柱产业向生态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机械制造、纺织服

装、饮料食品等成长型接续产业集群化、基地化发展。支持中小微

企业发展，力争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１１０家以上。积极开展全

国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市创建工作，继续推进西塞山区、下陆区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三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培育现代物

流、电子商务、智慧社区、研发设计、健康养老等新兴服务业，促进

传统服务业提档升级，加快推进苏宁城市生活广场、万达广场、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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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鄂东商品交易中心、华中矿产品交易中心、长乐金融物流园等重

大项目和尹家湖、花湖后河堤、下陆东钢、西塞山磁湖南岸等核心

商圈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业，推进黄荆山生态旅游公园、黄石东方

文化园等重点项目建设和旅游年卡发行，力争实现旅游总收入

８３．５亿元。创新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

务平台建设、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等国家试点和大冶市、黄石港区、

下陆区“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大力培育服务业市场主体，推

进重点工业企业主辅分离、大型卖场集中收银和产业活动单位、大

个体户升级为法人工作。力争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１０％以

上，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上年提高 ０．５个百分点。四是加快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发展 １００万亩优质水

稻基地、５０万亩“双低”油菜基地，全年新增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１０家、省级龙头企业 ２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

比达到１．６以上。引导和规范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大力培育和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建规范化

农民专业合作社４００个，全市家庭农场达到８００家，星级农家乐达

到２００家，专业大户达到 ４５００个。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工

建设各类水利工程３１００处，继续实施农村公路、电网改造等工程，

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和复垦开发，新建高标准基本农田４０００公顷以

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

财产性收入。加大农村扶贫攻坚力度，推进幕阜山集中连片地区

阳新扶贫开发，加快３２个重点贫困村、老区村和“插花”贫困村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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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解困。五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申报国家创新试点城

市。推进科技企业创新培育工程，力争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１０

家以上。支持企业创新能力建设，积极申报国家、省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和工程实验室。深入实施质量兴市、品牌强市

战略，积极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市”，支持企业争创湖北省著

名商标、驰名商标。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继续实施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培育工程和发明专利“扫零”工程。实施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工程，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三）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一是加大

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制定政府权力清单、政府部

门责任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继续清理和下放行政审批

项目，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加快企业投资项目各类事项

“并联审批”改革。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先照后

证”、“三证联办”、“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等制度。二是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深化众邦房投、国资经营、磁湖高新等公司改革，拓展

融资功能，提升融资能力。着力激活民间投资，鼓励和支持民间资

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领域，推进百盛家园保障房、棋盘

洲长江公路大桥等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示范项目建设，探索开展

ＰＰＰ模式１４。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力争成功发行“１５众邦房投

债”，实现企业上市“保一争二”、“新三板”及股权交易“保二争

三”目标。三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全口径预算管理

体系，强化预算管理约束。建立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债务偿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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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加强政府采购风险防控。理顺市和开发区、托管区的财政管

理体制。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

监管，积极探索国有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平稳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妥善处理冶钢集团、工矿集团等

国有企业改制历史遗留问题。优化国有资本投资结构，确保国有

资产增值保值。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五

是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开展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体制改革，加强与武汉农村综合

产权交易所对接，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

革，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六是深化社会民生领域改革。深化教育

综合改革，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高中阶段招生考试制度。

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完成磁湖梦娱乐城、大众乐园等转企改制。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深化基层医疗机构

编制、人事薪酬改革。

（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筑沿江开放高地。一是继续推进

产业链招商。突出招商重点，着力围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和

智能模具、生命健康、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产业链招

商、专题招商和小分队招商。创新招商方式，积极开展节会招商、

高层招商、以商招商、网络招商，提高招商成功率。加速招商项目

落地，加强县市区与招商分局、小分队的协调配合，促进招商项目

快签约、快开工。二是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继续实施外贸主体培

育“三项工程”
１５，加强重点出口基地、出口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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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鼓励大冶有色、十五冶、华新等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扩大

境外工程承包，带动承包工程项下设备和货物出口。三是加强开

放平台建设。加大对开发区、园区的支持力度，建设用地指标、信

贷支持、能源保障等要素保障向开发区、园区倾斜。创新开发区、

园区发展机制，做好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业园区）扩区调区工作，

积极争取在具备条件的开发区、园区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加快推进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路、水、电、气、通讯等各

项基础设施，为园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硬环境。推进特色园区

发展，重点支持黄金山低碳工业园、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黄石

港工业园北斗科技城、下陆长乐循环经济工业园、西塞滨江新区、

铁山“两城一区”
１６
建设。加强口岸建设，抓好棋盘洲保税物流中

心运营和管理。四是推进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抢抓国家实施长

江经济带开发的重大战略机遇，统筹规划布局黄石沿江经济带，积

极争取国家、省重大政策支持，加快推进沿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

产业项目建设，打造滨江工业新区和沿江经济走廊。加强区域交

流合作，积极参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协作，

推进与武汉的“五个对接”
１７，加快武鄂黄一体化进程，加强鄂东区

域经济合作。做好对口支援新疆、西藏、三峡等工作。

（五）强化节能减排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是强化节能

减排。深入开展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积极推广先进节能技术

产品，大力实施污染减排项目，强化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

影响评价。加快推进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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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耗，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创建国家

循环经济示范城市，推进全国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试点、黄金山国家低碳工业园试点，积极创建国家新能源示范城

市，力争大冶有色列入全国第六批“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名单。二

是推进环境修复和治理。继续实施“治气、治水、治土”工程，限期

完成火电、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冶炼等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除尘

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加强以长江黄石段、富河和磁湖、大冶湖为

重点的水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继续实施亚行贷款黄石水污染综

合治理工程，完成青山湖综合治理一期、磁湖湿地公园一期工程，

加快推进河西污水处理厂、铁山和新下陆污水管网等城镇污水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实施黄石市

矿山地质环境重点工程三期项目和陈贵镇等农田土壤修复工程。

三是统筹推进“五城同创”。扎实开展“绿满黄石”行动，继续推进

磁湖湿地公园、柯尔山—白马山公园、大棋路生态廊道等生态景观

建设和“五边”区域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加快完成“八园六带”

工程，推进“五边三化”建设，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新增造林绿化面

积１２万亩，完成中国（武汉）第十届国际园林博览会黄石展园建

设，推进２０１６年省首届园博会主场馆建设，举办第二届黄石（阳

新）园博会。

（六）加快推进新区开发，引领新型城镇化。一是加强规划引

导。编制完成黄石市主体功能区方案和黄石新型城镇化方案，组

织编制黄石—大冶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同城化规划，西塞山、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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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组团总体规划和“一谷三群”
１８
村庄体系规划，科学布局城镇空

间发展。二是加快大冶湖生态新区开发。统筹谋划大冶湖生态新

区４６０平方公里范围的规划设计和产业布局，构建多元化投融资

体系，加快推进新区 １６个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新区基础设施建

设，加大核心区“五纵三横”道路建设、月亮山隧道、黄石至阳新快

速通道、大冶湖两座跨湖大桥等重点工程推进力度，尽快形成新区

骨架。加快完善新区公共服务设施，开工建设黄金山奥体中心、省

园博园、生态展示馆、医疗中心等重点工程。三是完善城市基础设

施。推进苏州路、广州路、花湖大道等道路延伸或改造工程，建成

光谷大道、锦冶大道，贯通东方大道。加快西塞水厂一期等供水设

施建设。新建污水管网３５公里、天然气管网３０公里。完成东钢、

老下陆、肖铺排洪港改造，疏通排水管网 ７０公里。四是推进重大

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连接线、兴国至富

池一级公路、３１６国道分线改造和武九客专大冶至阳新段、黄石地

方铁路线网改造等重点工程，建成阳新幕阜山连片扶贫开发旅游

公路，开工建设团城山客运枢纽站。加强与深圳盐田港的合作，推

进棋盘洲港区陆域堆场建设，力争 ４个泊位建成投产。力争棋盘

洲、武穴两座长江公路大桥通过国家批复并开工建设。进一步完

善农村公路网络，建成通村公路 １６０公里。五是推进区域协调发

展。继续支持大冶市百强再进位、阳新县扶贫攻坚、城区全省同类

争第一，促进各县市区竞进赶超、错位发展。推进陈贵镇、“两镇

一区”等省、市、县三级“四化同步”示范乡镇试点建设，加快 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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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重点镇、２个特色镇建设。六是建设美丽乡村。以“三万”活

动为载体，按照重点建设中心村、科学保护特色村、全面整治培育

村、搬迁撤并偏远村的思路，抓好农村道路建设、垃圾收集、卫生改

厕、生活污水处理、村庄绿化、历史文化传承和建立长效保洁机制

等重点工作，创建美丽乡村２５个。

（七）做好财税金融工作，保持物价总体稳定。一是促进增收

节支。培植壮大财源，加大财政资金对重点项目建设、新兴支柱产

业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

度。强化收入征管，加大税收清欠力度，堵塞收入漏洞，确保各项

收入应收尽收、足额入库。优化支出结构，科学编制预算，保障重

点支出、民生支出，严格控制和压缩一般性支出，确保财政收支平

衡。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管理，从严控制“三公”经

费支出，确保公务运行成本和“三公”经费支出逐年下降。二是创

新金融服务。引导全市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满足实体经

济的有效需求，保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鼓励各金融机构对上争

取政策倾斜，增加黄石地区信贷规模。适当降低信贷审批门槛，支

持重点项目、支柱产业融资的合理需求。支持中小企业开展直接

融资，做好第二批区域集优债发行工作，支持企业通过境外筹资方

式拓展融资渠道。落实支农支小信贷政策，加快支农支小金融创

新产品的复制、运用和推广，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倾斜力度，切

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三是稳定物价水平。重视“菜篮子”、

“米袋子”工程，认真落实稳价安民各项政策。持续强化价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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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继续深化涉农、涉企、涉教、涉医、交通运输、驾培驾考等领域收

费专项治理，积极回应社会和群众关切问题。

（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加强创

业就业服务。落实创业就业扶持政策，深入推进“三大创业计

划”，帮扶成功创业６０００人以上，带动就业１．８万人。重点做好高

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三类群体就业工作，帮扶２万就

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积极创建全国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验区。

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积极开展社保基金社会监督国家试点，

力争全年新增“五险”参保 ２万人。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全面落实职工生育保险和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提高城

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积极开展

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确保全年开工各类保障性

住房１９３２４套（户），基本建成９６１１套。三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新建公办幼儿园 １９所，完成

３０所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推进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

条件改善工程，加大高中阶段学校布局调整力度，加强职业院校基

础能力建设，支持湖北师范学院、理工学院发展。加强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启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华新水泥厂旧址保护与展示利用

等工程，继续实施“广播村村通”工程。完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

确保市妇幼保健院门诊综合大楼、四医院门诊楼、五医院住院楼建

成投入使用，加快市中心医院黄金山院区、市中心医院急诊综合楼

和一批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依法治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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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违法生育问题。积极筹备举办第十五届省运

会。加快建设市福利院新院、金山老年公寓二期等社会养老服务

项目。新开通２－３条公交线路，平稳投放出租车２００台。大力推

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实现村村通客车目标。四是提升社会治理水

平。全面推进“法治黄石”建设，做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加

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试验区建设，

深入推进“平安黄石”建设，加强城乡网格化服务体系建设，畅通

“黄石民生通道”，加快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体系、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强化安全生

产监管。加强食品药品监管、禁毒、反恐、消防、民防等工作，保障

社会公共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各位代表，做好 ２０１５年的经济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让

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信心，克难奋进，努力促进

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的各项目标任务，为加

快建成鄂东特大城市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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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增长
（%）

预计
增长
（%）

计划
增长
（%）

1 全市生产总值 亿元 1142.03 9.8 1207 8.7 — 9.5

2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576.20 10.2 592 9.0 — 10

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963.51 28.3 1149.5 21.3 — 20以上

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 102.50 — 102.5 — 103.5 —

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461.03 12.9 519.7 13.3 — 13.2

6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78.36 19.4 89.38 14.1 — 10

7 出口总额 亿美元 12.05 9.2 14.47 20.1 — 11

8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1330 9.9 23356 9.5 — 9

9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8492 13.6 9511 12 — 10

10 就业： 1.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7.02 — 7.5 — 5 —

11       2.城镇登记失业率 % 2.18 — 2.26 — 4.5以内 —

12 人口自然增长率 ‰ 7.83 — 8.43 — 8.5以内 —

13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标准煤） 吨 — -5.95 — -4.5 —

14 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万吨 — -5.95 — -4.5 —

15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1.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万吨 3.34 -2.91 — -1 —

16                  2.氨氮排放量 万吨 0.42 -1.56 — 0 —

17                  3.二氧化硫排放量 万吨 8.66 -1.03 — -2 —

18                  4.氮氧化物排放量 万吨 5.74 -7.27 — -4 —

2015年计划建议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13年实际

全面完
成省下
达任务

附件

2014年预计完成

黄石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序
号



名词解释：

１　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

期。

２　“五小”企业：泛指浪费资源、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污染严重的小

煤矿、小炼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电、小造纸、小水泥等落后产能企业。

３　先照后证：指先申领营业执照后再办理有关许可证。

４　三证联办：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联合办理。

５　新三板：全国性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交易平台，主要针对的

是中小微型企业。

６　两镇一区：阳新县大王镇、太子镇和金海开发区，为大冶湖生态新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７　四化同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８　“五城”同创：统筹开展国家生态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工作创建工作。

９　五边三化：在长江边、河湖边、城区边、干道边和集镇边进行绿化、

洁化、美化。

１０　八园六带：“八园”指牛头山、枣子山、骆驼山、柯尔山、白马山山

地生态公园、卫王湿地公园、北纬３０度生态公园、团城山公园扩建。“六

带”指大广连接线下陆段“黄金带”、团城山公园滨水“樱花带”、磁湖南岸

滨水绿带、大泉路“月季带”、河西大道“桃花带”、光谷大道绿化带。

１１　三大创业计划：指实施促进科技孵化创业、大学生引领创业、返乡

农民工回归创业三大计划。

１２　一走廊两基地：打造大棋路南北两翼电子信息产业走廊，打造中

部地区先进装备制造基地和智能模具产业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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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两计划两工程：千亿产业发展计划、主导产业倍增计划和新兴产

业培育工程、企业成长壮大工程。

１４　ＰＰＰ模式：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

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

结果。

１５　三项工程：服务工程、孵化工程、回归工程。

１６　两城一区：东部工贸新城、西部科技新城和黄石工矿废弃地综合

开发试验区。

１７　与武汉“五个对接”：指加强我市与武汉在产业、市场、规划与基

础设施、科技、生态保护五个方面的对接合作。

１８　一谷三群：一谷指华中康谷；三群指河口—黄颡口—富池沿江城

镇带、陈贵—灵乡—金牛城镇带、还地桥—保安—金山店城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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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６日印

共印１３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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