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1日，2024赛迪百强
县榜单发布，仙桃排名第 54
位，连续4年位居全省之首。

8年跃升32位！2017年，
仙桃时隔13年重返全国县域
经济百强，位居第86位。

时间线再往前拉。2012
年 ，仙 桃 地 区 生 产 总值为
431.11 亿元。从 2012 年到
2021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
年间，仙桃GDP翻了一倍多。

GDP一路上扬，百强持续
进位。2022年，仙桃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1013.14亿元，成为
湖北唯一的“千亿县”，跃升至
第65位；2023年前进9位，排
名第56位。

2024年，仙桃再进2位。
又一次高台起跳！又一次突围
奋进！

这是仙桃的经济实力、增
长潜力、富裕程度、发展质效等
关键指标的多维度检阅，更是
仙桃县域经济“量质并重”的最
好注解。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县域经济发展成色如
何，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评判
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仙
桃市委书记孙道军说。

在剅河镇，千桥村村民夏志华做梦也没
想到，当了一辈子“泥腿子”，如今也能领上

“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
夏志华家有10余亩田地，前些年流转给

仙桃市祥宇种养专业合作社。他还学会开旋
耕机、飞无人机，平时在合作社打卡上班，按劳
取酬。“土地流转费用，加上务工工资，一共有
近8万元。”盘点一年的收成，夏志华乐开了花。

在毛嘴镇，居民别丽娜和丈夫赵金平，
在毛嘴产业园里从事服装生产工作，每天自
驾小轿车上下班，路上只用花5分钟。

别丽娜夫妇原来在广州做衣服，返乡
后，由于技术过硬，上手很快。“夫妻俩月均
收入1.8万元，不比在外少。”小两口挣钱、顾
家两不误，安幼、养老都能兼顾。

“夫妻进厂房，一年一台车，两年一套

房”，成为毛嘴产业工人增收的生动写照。
和夏志华、别丽娜一样，越来越多的仙

桃人在家门口就业。
产业链农、资源富农、以工带农……近

年来，仙桃打出组合拳，奋力建设共同富裕
先行区。

在30公里黄鳝产业示范带上，小小黄鳝
“拱”出一个集繁育、养殖、物流、加工等于一
体，综合产值超过60亿元、品牌价值达172.25
亿元的富民产业，2万多农户“链”在产业上。

黄鳝越游越欢，还带动小龙虾、河蟹、鮰
鱼等水产养殖发展，稻鳝、稻鳝菇、稻鳝虾等
模式一田多获、一水多用、一季多收，带动当
地农民一田多收。

让“望天田”“花花田”变成“高产田”。
近年来，仙桃投资30多亿元，累计建设高标

准农田144万亩，吸引、培育4574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土里刨金。

在经营主体带动下，各地探索建立“两
入股三收益”利益联结机制——资源入股、
资产入股，挣薪金、分股金、拿租金，吸纳入
社农户超过8万户。

在彭场镇，集聚非织造布企业近千家，
通过依托产业建园区、围绕园区建社区，农
村人口“带资进城、洗脚上楼”，全镇户均1.5
个劳动力在企业上班，5万多农民到城镇就
业，家庭工资收入每年超过5万元。

据统计，2023年，仙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43114元，增长5.0％；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78元，增长8.0％。

汉水沔阳，人间仙桃。2538平方公里
的热土上，正唱响新时代的“幸福歌”。

蓝天碧水，星罗棋布的网箱郁郁葱葱。
投喂时间到，一条条幼鳝藏在水草里，如猪
仔般争相抢食，“呼呼”作响。

炎炎夏日，行走在仙桃乡村田野，类似
的场景不时映入眼帘。

黄鳝是湖北特色淡水产品的名片之
一。仙桃被誉为中国黄鳝之都。今年，仙桃
实现黄鳝苗种10亿尾的繁育能力，正朝着黄
鳝产量占全省50%的目标努力，为实现湖北
黄鳝占全国总产量半壁江山的目标作贡献。

若在过去，仙桃人的底气可没这么足。
黄鳝拥有独特的“雌雄转换”特性，人工

繁殖异常困难。养殖户只能年复一年地捕
捞野生苗养殖黄鳝。苗种的短缺，成为阻碍

黄鳝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30余年风雨兼程，黄鳝苗种“芯片”实

现突破。2019年6月，“黄鳝规模化全人工
繁育”项目在仙桃通过验收。

产业如何发展？仙桃市委、市政府深入
调研、冷静分析，“种、养、加、销、安”全产业
链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更加清晰。

好产业又遇政策东风。2023年8月，省委
农办出台“鳝七条”，明确黄鳝产业上升为省级
战略，将仙桃黄鳝打造成全省区域公用品牌。

2023年9月，省农发集团进军黄鳝苗种
繁育战场，与仙桃联合组建湖北黄鳝产业集
团，投资1亿元建设黄鳝育苗中心，建成5个
黄鳝繁育车间，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

仙桃顺势而为，组建湖北省黄鳝产业技
术研究院，成立黄鳝育种研究中心，推动形
成“1+4+N”的黄鳝苗种繁育梯队，建成全
国最大的规模化工厂化黄鳝繁育集群，瞄准
10亿尾繁育量；实施“万名鳝农”培训计划，
每年培育繁养能手和产业工人约3300人。

落实省委农办“鳝七条”，仙桃细化出台
“鳝22条”支持黄鳝产业发展。在养殖方
面，对符合要求的新增网箱每口奖励10元、
稻虾鳝连片种养100亩每亩奖励300元。

2024年，仙桃新增网箱专养面积2万
亩，总面积达15.1万亩；新增综合种养面积4
万亩，总面积达10.1万亩。今年，仙桃黄鳝
产量有望达到9.5万吨，产值突破80亿元。

砸下真金白银 工业技改投资增速全省第一

8月21日，位于仙桃的健鼎（湖北）电子
有限公司，AOI自动光感检测生产线上，智
能机械臂上下舞动，一块块检测合格的电路
板顺次“走”下生产线。

“从过去人工上板，到单面检测的半自
动化，再到双面一次性检测的全智能化，产
线工作效率提升50%。”公司一位技术人员
介绍。

在外观检测生产线，工人们手脚麻利，
手握放大镜，不放过电路板上的任何细小瑕
疵。在这里，每班每个工人可排除6.5万多
个异常点。

“AI人工智能过滤系统自动拦截一半

的异常点，工人们的工作量减少50%，产品
合格率大幅提升。”该生产线负责人王海说。

生产质效提升，源于技改升级的不断加
持。健鼎（湖北）电子有限公司相关部门负
责人易孝琴介绍，近4年来，该公司累计投
入技改资金近10亿元，政府给予的技改奖
补资金超过2500万元。“有了这笔钱，企业
可加大技术革新的力度，继续投放智能化设
备，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工业企业技改扩规的奖补力度还在“加
码”。今年5月，仙桃出台政策，规上工业企
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00万元以上且纳入工
业投资统计的技改项目，设备投资按实际投

资额的15％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效果接连显现。今年上半年，仙桃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5%，持续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3.9%，占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60.8%。其中，工业技
改投资增速为62.8%，居全省第1位。

技改是仙桃工业经济的一个代表。近
年来，仙桃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
力，千方百计稳存量、扩增量，全市工业经济
运行呈现总体平稳、量增质升的发展态势。

上半年，该市电子电气、机械及汽车零
部件、新材料及医药制造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40.98%、14.89%、8.88%。

瞄准10亿尾 建成全国最大黄鳝繁育集群

打出组合拳 奋力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区

主政者说

全国百强县居第54位

仙桃连续4年排名全省第一

近年来，仙桃市锚定建设四化同步发展示范
区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仙桃
成为全省首个千亿县市，连续8年全国县域百强
争先进位，2024年位居第54位，连续4年居全省
首位，我们力争今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00亿
元，到2030年达到2000亿元。

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统筹推进高水平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国家现代水网先导区为目
标，以“四水”共治为抓手，实施河湖调蓄、水系连
通、湿地涵养等重点工程，推进洛江河等18个流
域单元系统治理，推进城镇雨污分流改造和混错
接整治，“好水养好鳝、好水生好景”“品仙鳝、喝
仙啤、游仙桃”成为文旅IP。

以供应链体系建设为抓手，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以现代物流体系为支撑的“四网”融
合供应链体系，重点搭建飞织链精织“一块布”，
融入华纺链做强“一条裤”，建设江汉平原纺织服
装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强仙鳝链养好“一
条鱼”，今年黄鳝苗种繁育突破10亿尾，产量有
望达全省50%，鳝农亩平增收1.5万元；拓展仙居
链保障“一套房”，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幅全省
第6。

以城镇和产业“双集中”发展为切入点，推动
新型城镇化。坚持综合政策驱动、产业教育促
动、特色小镇拉动、公共服务带动、美好环境推
动，以控改补建为抓手，通过“绿道+公园+商圈+
街区”体系化改造，建设绿色低碳数字化特色街
区和完整社区，增强人口吸附力。2023年吸引

“三类人”2.51万人，今年上半年吸引1.2万人。
以信息化赋能推进四化同步发展。加快数

字城市建设，推进“基础平台+智能化示范应
用”，沔古脑·经济大脑、数智化病理服务平台等
智慧场景投用，持续擦亮“i仙桃·仙办好”品牌。
依托无人科技小镇和国网通航机场，突破性发展
低空经济，今年9月将举办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大
会，开展研究院揭牌、项目签约等系列活动。

以共同缔造为载体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常态开展“四下基层、户户走到、
共同缔造”，完善“如我在诉、接诉即办”工作机
制，持续办好“五位一圈两道两园”民生实事，每
年新增城镇就业2万人以上、学位5000个以上、
车位2000个以上，建设城乡绿道50公里以上，干
群同心、共同缔造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数据图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仙桃GDP一路攀升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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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千亿
建设示范区
仙桃市委书记 孙道军

蓝天倒映碧水中蓝天倒映碧水中，，仙桃黄鳝网箱养殖美如画仙桃黄鳝网箱养殖美如画。。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仙
桃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
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发展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
的根基进一步夯实，连续4
年居全省百强县首位，探
索出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径。

一是把流域综合治理
放在优先位置。绿色发展
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仙
桃市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
础，深入实施河湖调蓄、水
系连通、湿地涵养等重点
工程，加快补齐城镇生活
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
板，全域生态环境得到持

续改善，厚植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二是把壮大特色富民产业放在关键位

置。仙桃市产业特色鲜明，加快发展现代纺
织服装、食品及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及电子
信息等主导产业，建设江汉平原纺织服装国
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积极打造百亿级黄鳝
产业链，突破性发展低空经济，形成一批县
域特色优势产业，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三是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放在重要位
置。仙桃市积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就地城镇化，推动城镇和产业集中高质量发
展，加快数字城市建设，推进城镇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和延伸，建设绿色低
碳数字化特色街区和完整社区，增强人口吸
附力，走出了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新路子。

四是把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治理水平
放在突出位置。仙桃市常态开展“四下基
层、户户走到、共同缔造”，构建了“如我在
诉、接诉即办”工作机制，智能平台应用场景
和服务的效能提升，持续办好“五位一圈两
道两园”民生实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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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产业成富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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