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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常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根据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编制，主要阐明全市战略意图，明确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是指导我市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

图，是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是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重要参

考，是全市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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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起点

第一章 发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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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1-2020 年常德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图

֥ҟ ɼ

5

5A 1

1

ɼ



— 4—

2.9

360 450

2

Ӧ ɼ

4+9

ɼ



— 5—

ɼ 44.3

396

3.6 29.4

20

6



— 6—

专栏 1：常德市“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2015 年
规划目标 完成情况

2020 年 年均增速 2020 年 年均增速

经济

发展

1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709 4300左右 9%左右 3749.1 7.2%

2 规模工业增加值(亿元) 1060 1500左右 8.5%左右 1100 6.7%

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210.8 330左右 10%左右 281.6 5.99%

4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1857.9

（五年累计
6348）

五年累计
≥15000 17%左右

五年累计
10201.5 11.7%

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945.5 1600左右 12%左右 1429 8.1%

6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7.8 17 15%左右 22.8 23.93%

7 城镇化率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8 ≥57 — 57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25.8 — 2个百分点左右 35.91 2.02个百分点

8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41.2 46 —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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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常德市“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2015 年
规划目标 完成情况

2020 年 年均增速 2020 年 年均增速

创新

驱动

9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 1.05 ≥2.3 — 1.5 —

10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1.2 3.3 — 3.59 —

11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亿元） 788.3 1500 15%左右 1700 18%

12 互联网普及率指数（%） 52.4 固宽 70
移宽 85 — 固宽 84.2

移宽 91.4 —

民生

福祉

13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 24513
农村 11744 — 9%左右 26263 8.7%

14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9.53 10.5 — 10.8 —

15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万人）
五年累计
34.2

五年累计
25 — 29.4 —

16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万人）
五年累计
31.8

五年累计
35.9 — 44.3 —

17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92 96 — 96 —

18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98 100 — 95 —

19 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万户） 3.56 五年累计
26.6 — 五年累计

16.37 —

20 人均预期寿命 76.6 78 — 78 —

资源

环境

21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万亩）
五年累计
8.64

五年累计
≥10 — 五年累计

10.79 —

22 万元 GDP用水量下降（%） 五年累计 35 — 五年累计 25 — 五年累计
25

23 单位 GDP能源消耗降低（%） 五年累计 55 — 五年累计 15 — 五年累计
28.5

24 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五年累计 50 — 五年累计 18 — 五年累计
18

25 生活污水处理率（%） 85 ≥90 — 98.25 —

26 森林

增长

森林覆盖率（%） 47.98 ≥48 — 48 —

森林蓄积量（亿立方米） 0.3563 0.4163 — 0.4356 —

资源

环境

27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76.7 ≥80 — 84.7 —

28 江河水系 III类以上水质达标率（%） — ≥95 — 95.7 —

29
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减

少（%）

化学需氧量 五年累计 7 五年累计 11 — 五年累计
11.19 —

氨氮
五年累计
3.89 五年累计 12 — 五年累计

14.75 —

二氧化硫
五年累计
23.16 五年累计 21 — 五年累计

24.1 —

氮氧化物
五年累计
32.12 五年累计 15 — 五年累计

18.3 —

注：1. 因政策变动，2017年“互联网普及率”指标被“互联网普及率指数”取代，到 2020年的目标值为：固定宽带
家庭普及率≥70%，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85%；

2. 城镇棚户区改造计划任务 26.6万户，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并报省政府同意，实际批复我市 16.37万户；
3. 到 2020年完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44.3万人系建档立卡以来累计数，含“十三五”时期累计完成的 35.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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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形势

处于世界动荡变革期。

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

处于发展优势叠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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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转型升级攻关期。

处于民生需求提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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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描绘新时期发展总蓝图

第三章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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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四五”指导思想和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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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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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总体要求

明确“一个中心”发展目标。

构建“两个枢纽”发展优势。

打造“三个基地”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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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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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常德市“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标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2020年
完成情况

“十四五”目标
指标属性

到 2025年 年均增速

经济

发展

1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749.1 5300 7.5% 预期性

2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 — 7.5% 预期性

3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比例（%） 30 32 — 预期性

4 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59 62 — 预期性

5 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的贡献率（%） — 60 — 预期性

6 对外贸易依存度（%） 4 4.6 — 预期性

7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比重（%） 5.01 4.11 — 预期性

8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7 63 — 预期性

创新

驱动

9 研发经费投入增长（%） — — >17% 预期性

10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0.86 1.38 — 预期性

11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
不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
— 预期性

民生

福祉

1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6263 39000 8% 预期性

13 城镇调查失业率（%）
以省反馈

为准
≤5.5 — 约束性

14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0.8 11.2 —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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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常德市“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民生

福祉

15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2.88 2.95 — 预期性

16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96 97 — 预期性

17 每千人口拥有三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个） 1.06 4.5 — 预期性

18 人均预期寿命（岁） 78 78.5 — 预期性

绿色

转型

19 单位 GDP能源消耗降幅（%）
五年累计

28.5
完成省定

标准
— 约束性

20 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降幅（%）
五年累计

18
完成省定

标准
— 约束性

21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84.7 90 — 约束性

22 地表水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 95.7 95.7 — 约束性

23 森林覆盖率（%） 48 48 — 约束性

安全

保障

2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373 375 — 约束性

25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万吨标准煤） — 完成省下达目标任务 约束性

26 亿元 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0.0424 0.0278 —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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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迈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第五章 拓展双向开放新空间

第一节 建设立体开放大通道

构建“一枢纽四通道”高铁格局ɼ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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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设现代物流大枢纽

Ҏ ɼ 1

2

3



— 21 —

ɼ 1

2

3

4

5

ɼ 1 B

2

3

4 5

Ӧ ɼ 1

2

2025 95%



— 22 —

80% 3

ᶱ Ḫ ɼ 1

2

3

第三节 营造开放包容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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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建设具有特色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ᴮׂ֥שҟ ɼ 1 以工程机械、烟草、生物医药、

大健康四大支柱产业为重点，统筹推进新材料、新能源与新能源

汽车、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与军民融合四大新兴产业，

围绕 21条优势产业链，分链做好方案设计，到 2025年培育形成

四大千亿产业集群。 2 合理搭配政策组合，精准支持主体企

业，在产品集成度和生产协作度较高领域培育一批处于价值链顶

部、具有全产业链号召力的龙头企业，到 2025年力争过百亿元

企业 10家、过 50亿元企业 15家。 3 打造产业链名品名牌，

提升产品质量档次，拓展产业链内外市场，扩大产品市场份额。

4 鼓励链内企业关联采购和链内金融联动。 5 实施历史经

典品牌复兴计划，创新营销模式和盈利模式，激活蛰伏潜能，推

动传统优势产业再焕新机。 6 支持企业参与标准制定与修订，

提升企业标准化生产水平。 7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升

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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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四大千亿产业集群和四条新兴产业链发展目标
一、四大千亿产业集群
1.工程机械：总产值达到 1000亿元，打造世界工程机械配套基地。
2.烟草：总产值达到 1000亿元，打造全国烟草产业产城融合示范基地。
3.生物医药：总产值达到 1000亿元，打造生物医药国家示范园区。
4.大健康：总产值达到 1000亿元，打造全国生态食品精深加工基地、“银龄”经济和康养示范区。
二、四条新兴产业链
1.新材料：总产值达到 500亿元，打造国内一流储能材料产业集聚区。
2.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总产值达到 300亿元，打造全国一流显示功能品产业集群。
3.航空航天与军民融合：总产值达到 300亿元，打造全国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
4.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总产值达到 300亿元，打造区域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ש ɼ 1

1 2

50 2025 1

50 2

500 3

4

∕ ɼ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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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设具有区域辐射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延伸。 1

2025

32 45 10

1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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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Bay

3

VR AR

4

5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升级。 1

20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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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区域性旅游目的地建设工程

品牌景区创建工程：力争城头山景区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卡乐星球、龙王洞景区、毛里湖

景区、西湖牧业小镇创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清水湖旅游度假区、热市温泉旅游度假区、花岩

溪旅游景区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

城市旅游发展工程：以打造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积极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

城市、国家文旅夜间经济集聚区，大力开发主题文化休闲区、购物消费中心圈、特色美食餐饮街、

乡村旅游卫星镇、康体娱乐集聚带、本土旅游访问点等全域旅游要素，重点建设沅江风光带和穿

紫河游憩带，提升柳叶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发展水平。

乡村旅游建设工程：以柳叶湖太阳谷美丽乡村、鼎城区五朵金花为核心，打造城郊乡村休闲游

憩环。加快推进仙桃村、青苗社区、枫树维回新村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薛家村、梅家洲村、

高桥村等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大关山旅游区、白云山茶园等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点，西凤

山村、赛阳村、黄泥湖村、裕民村、蒋家村等田园综合体建设。

红色旅游开发工程：加大红色旅游项目投资和资金支持力度，深入挖掘湘鄂西、湘鄂川（渝）

黔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推进林伯渠故居全国经典红色景区和帅孟奇故居、丁玲故居等省重点

红色景区建设，推进赵必振研究基地、王新法党性教育基地等重点红色项目建设。

工业旅游培育工程：结合常德卷烟厂厂址迁建，打造芙蓉王工业旅游核心品牌；加快培育西湖

德人牧业奶文化主题休闲、经开区酒文化主题观光、西洞庭农副产品加工体验、高新区高新技术

参观学习四大工业旅游园区；统筹推进南方新材矿山修复参观等一批主题工业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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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智慧常德“城市大脑”建设工程

五大筑基工程：主要包括 5G通信网络建设、城市感知体系、信创政务云计算中心、城市应用

支撑平台、城市网络与数据安全态势感知体系。

城市大脑中枢工程：实现城市状态全局监控、城市数据统一展示、城市管理科学决策、城市资

源统一调度。

场景应用工程：包括一网通办、一图通管、一码通城、一数通产场景建设工程。

运营能力提升工程：按照政府主导、共建共享、开放创新、产服融合原则，组建城市大脑运营

公司，建成全市大数据能力中心、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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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培育改革创新新动能

第一节 建设区域领先的国家创新型城市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1

2

2025 800 3

2025 55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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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50%

加强重大科技平台建设。 1

2 4+4+N

N

3

4

5

6

提升科技创新服务能力。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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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常德市“十四五”十大科技工程

科技园区创新引领工程：推动各科技园区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主阵地、创新创业主战场、经济发

展主引擎，大力实施“品牌园区推进计划”。

创新型产业链构筑工程：通过构建完善产业创新链，合理布局创新项目等方式，建立形成

“4+4+N”创新型产业链体系，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服务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

创新平台建设工程：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平台，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打造一批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规上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比例达到 50%以上，增加省级研

发平台 30家以上，力争实现国家创新平台零的突破，新增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家。

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力争“十四五”末比“十三五”末新增科技在孵企业 500家以上，科创板上

市企业 3家以上。

产学研深度融合工程：加快构建顺畅高效的技术创新和转移转化体系，开展全方位多层次产学

研合作，探索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新机制新模式，实现年均新增 100个以上科技合作和攻关

项目，到 2025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60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达到 15%以上。

民生科技保障工程：提升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实施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增强生态环境、节

能减排、“两型”产品科技供给，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等。

科技金融支撑工程：围绕建设省科技金融服务分中心，健全科技信用贷款、贷款担保、风险补

偿等业务，突破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瓶颈，完善科技贷款和创业投融资体系。

科技服务提升工程：建设潇湘（常德）科技要素交易大市场，打造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加强双

创载体培育，建立一批高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新增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 2家以上。加大民营科技服务机构培育支持力度，构建较完备的科技服务链。

创新人才引育工程：加大产业型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力度，启动企业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

形成实力雄厚的创新人才队伍。

创新生态优化工程：加快实施创新改革试验，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优化科技领域多元投

入方式，依法坚持和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强化对创新人才、创新团队的分

配激励，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形成更加开放包容、更具吸引力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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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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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第一节 大力拓展国内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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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挖掘本地消费潜力

꜠ Ӧ ɼ 1

5G 2

3

构建“智能+”消费生态。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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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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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厚植区域发展新优势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科学处理中心城区与县域发

展关系，合理组织生产力和人口聚集扩散，重构城镇发展格局，

重塑市域经济版图。

第一节 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

ᴮ 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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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市城区新兴板块发展定位

高铁新城：按照“站城一体”理念，规划一轴一心三节点多圈层，建成全市的交通枢纽、商业商务

新中心、水系休闲重要目的地。

城东新区：以改善城东片区人居环境、提升区域价值为目标，建设集生态、生活、生产于一体

的时尚魅力新城。

西部新城：推动常德高新区“产业向西、生活向东”总体布局，强化综合配套功能，建成承载产业

人口、集聚高端人才的区域新中心。

智慧新城：按照“两个中心、三个园区、四个基地”总体设想，聚焦互联网经济，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互联网文创广告、互联网金融、区域总部经济等，构建区域智慧经济高地和新经济示范区。

阳明湖新城：以阳明水城为主题，建设九大功能分区，建成区域金融中心的重要片区、城市体

育健身首选地、城市文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空港新城：以桃花源机场为载体，推进临空产业园建设，建成湘西北航空服务中心区、航空货

运枢纽、产城一体新城区。

第二节 加速津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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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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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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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加强区域交流和对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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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闯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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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设全国生态农产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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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十四五”农业转型升级工程

千亿产业工程：重点打造粮食、畜禽、果蔬、油菜、茶叶、水产六大优势产业，建成一批“百亿”

产值、“百万亩”面积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力争健康食品产业建成千亿产业。

优势特色农业壮大工程：主要包括“常德香米”国家级示范产业园、蔬菜标准化示范基地、茶树

良种繁育基地、“石-陬百里柑橘标准走廊”、富硒农产品基地、标准化油菜生产基地、甲鱼和小龙

虾产值双“百亿”创建工程、葡萄特色小镇、中药材基地、常德米粉产业园、蜂业产业园等。

农产品精深加工工程：发展适合农产品初加工的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 100个以上、农产品精

深加工企业 50个以上，力争粮食产品精深加工达到 30%以上、油菜产品精深加工达到 20%以上。

推动品牌农业“走出去”。 1

30

2

3

4

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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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强化乡镇服务功能

第四节 大力推进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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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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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描绘生态绿色新画卷

第一节 构建生态治理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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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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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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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0：常德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工程

国土绿化建设工程 实施古树名木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重点防护林建设工程、石漠化综合
治理工程、生态廊道建设工程、难造林地绿化攻坚工程、封山育林工程、森林抚育工程、国家储
备林建设工程、市植物园建设工程。
森林资源管理工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公益林管护工程。
森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工程、生物多样性监测工程、野生动物救护站建

设工程、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建设工程、野生动物人工驯养养殖户转型转产补偿工程、林
业有害生物预防和治理体系建设工程、森林防火预警监测系统建设工程、森林防火装备建设工程、
林火阻隔系统建设工程。
湿地资源保护管理工程：实施西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及周边区域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重要湿

地保护工程、湿地合理利用工程、科普宣教体系建设工程、西洞庭湖流域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能力
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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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资源保护管理工程：实施草地资源现状调查工程、森林草原灾害防控工程、草地生态环境

保护工程。

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工程：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程、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国有林场建设工程：实施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林业产业发展工程：实施油茶产业发展工程、竹木产业发展工程、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工程、森

林旅游与康养产业发展工程、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工程。

生态文化建设工程：实施森林乡村建设工程、森林城市建设工程、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设工程。

林业科技支撑工程：实施良种油茶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工程、中央财政推广示范工程、林业科技

队伍建设工程、林业基层单位设施建设工程、草品区域试验站建设工程。

第四节 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突出节约优先，推进节能减排，以资

源节约高效利用推动经济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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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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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开创社会建设新局面

第一节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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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提升人口质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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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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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谱写民生幸福新篇章

第一节 保持就业形势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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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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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常德市教育能力提升工程

基础教育：新建和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103所、小学 66 所、初级中学 52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2
所、普通高中学校 12所、芙蓉学校 4所，维修改造农村学校 150所。

职业教育：新建和改扩建中职学校 30所，建设职业教育特色专业群 30个。

普通高等教育：新建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独立学院）转设工程、常德财经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筹）去筹升专、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区建设、桃花源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建设、湖

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建设、省内独立学院合并转设、推动组建常德医学院及民办高校 1所等。

特殊教育：改扩建特殊学校 3所。

劳动实践基地：加快推进农村学校劳动实践基地建设，逐步推开城区学校劳动实践场所建设。

教育信息化：实施“教育信息化 2.0行动”，建设“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实施“网络校联体”乡村

教育振兴行动，建立中小学教育装备信息化管理平台，推进数字校园建设，实现教育信息化农村

教学点、小规模学校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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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推进健康常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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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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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筑牢安全发展新防线

第一节 全力维护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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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常德市智慧应急管理体系

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包括全市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及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

患排查工程。

应急管理救援体系：包括全市应急指挥系统信息化工程、乡镇（街道）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工程、常德应急救援中心基地建设工程、黄山头防汛抢险应急救援中

心建设工程、常德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队、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包括矿山采空区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及避险移民搬迁工程、尾矿库地质灾害

综合治理工程、地质灾害应急管理示范县建设工程、地质灾害应急救援中心建设工程、重要集中

和人口密集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及装备设施储备工程、森林防灭火装备和设施建

设工程。

防震减灾体系：包括地震预警台网以及应急装备能力建设工程、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

城市地震活断层探测、地震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

第二节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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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筑牢水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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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3：常德市水安全网建设工程

防洪安全保障工程。实施沅澧、松澧、安造垸堤防加固工程，推进沅南、安保垸堤防加固工程

和善卷垸等 15个重要一般垸堤防加固工程。实施澧县王家厂等 14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完成

118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启动津市市新民闸等 45座大中型水闸除险加固。实施沅澧水及渫水流

域重要河段治理工程，治理渐河等 18条中小河流 168km。

饮水安全保障工程。实施“两西”水厂建设工程，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和 34处万吨以上规模

水厂建设。

用水安全保障工程。实施汉唐等水库新建工程，启动杨花桥等水库新建工程；启动黄石、西湖

大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实施官亭等 20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

河湖生态安全保障工程。实施津市市等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和 171处样板河湖达标建设，推进沅

澧垸河湖水系连通工程、洞庭湖四口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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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建设法治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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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规划实施保障

第十五章 形成推动发展强大合力

第一节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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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第三节 推进清廉常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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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提升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

第一节 多渠道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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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加强土地供应保障

第三节 提升能源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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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健全政策工具体系

第十七章 组织规划实施

第一节 构建完整统一的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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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强化重大项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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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加强组织实施和监测评估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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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解 释

Ņ҅ ņЕ“一枢纽”即建设国家高速铁路

网区域性枢纽；“四通道”即形成渝厦通道（常益长）、呼南通

道（襄荆荆常、襄荆宜常“双通道”）、长江南岸通道（常岳九）、

武贵通道（武汉 ）在常德交汇的格局。

高速“五通道四连线”ЕG55二广高速（东常高速、常安

高速）、G56杭瑞高速（常岳高速、常吉高速）、G59呼北高速

（炉慈高速、官新高速）、G5513长张高速、G5517长益常复线；

沙安汉高速、张桃高速、松石盘高速、安慈高速。

Ņ҅ ҩ Ҏ ņЕ“一港”即常德港；“两区”

即德山港区和津市港区，同时兼顾陬市港区、深柳港区；“三航

道”即松虎、澧水、沅水航道综合整治。

Е原名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是在

园区“六有”标准：即有生活小区、大型超市、影院、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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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医院、健身娱乐中心。

Е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6

IETF IPv4 IP

IPv6

“ ”三级运行体系Е即 1个市级运行中心、N个区

县运行分中心、M个乡镇街道运行分中心。

Е即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其构建于蜂窝网络，也称低功耗广域网，支持待机时间长、对网

络连接要求较高设备的高效连接。

国资国企“ ”制度体系Е修订《常德市市属企业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制定出台《常德市市属国有企业违规

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常德市国资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管理与监督检查办法》等。

Ҏ ҅ Е村庄规划是村庄的规划、是村民广泛参与

的规划、是村民自治与依法规范的规划、是面向城市需求城乡融

合的规划。

Е即市县共建桃花源、柳叶湖、

西湖和西洞庭 4大示范片区，9个区县市各自主创建 1个示范片

区，全市示范片共涉及 148个村（社区），其中重点村 50个，

总人口 30余万人。

Ḧ Е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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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

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自然保护地按生

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

园 3类。

ש Ҳ Е是指整合现有基层公共服务阵地

资源，以县、乡镇、村三级为单元，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学习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党的方针政策、

培育主流价值、活跃文化生活、推动移风易俗、践行生态文明理

念的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心。

“十六项健康促进行动”Е

“三联四大”Е即领导联乡镇、骨干联网格、干警联住

户；大走访、大沟通、大排查、大化解。

“枫桥经验”Е20世纪 60年代初，

. “三无”创建Е无进京越级上访、无大规模集体上访、

无因信访问题引发的极端恶性事件。

Е即设计、采购、施工及运营（或运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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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的总承包模式，是在 EPC 总承包模式基础上向后端运营

环节的延伸，即总承包商除承担建设期内传统的设计、采购、施

工任务外，还要承担运营期内的运营维护职责，通过该种整合方

式提高项目的运营效率，降低全生命周期内的成本。

ᴭ∕ Е

19

“ ”Е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

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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