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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新中國成立7575周年湖南江永縣經濟社會發展綜述周年湖南江永縣經濟社會發展綜述

歲月不居，見證着豪邁的發展步伐；時節如流，講述着翻天覆地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75年來，湖南江永縣始終與祖國共命運，與時代同發展，共享改革

發展紅利，穩步發展經濟社會，繪就了山鄉巨變、山河壯麗的新時代宏偉畫卷。
如今，步入江永縣城，所見皆是煥然一新的景象，產業發展繁花似錦，城市舒

適宜業，鄉村活力四射，人民生活幸福安寧。 李銀明 首積亮 樂嘉輝 周文

新中國成立初期，江永縣經濟基礎極為薄弱，生產
力水平較低，經濟發展緩慢。1949年，全縣GDP僅為
707萬元（人民幣，下同），財政收入11.5萬元，財
政支出9.8萬元。

75年來，歷屆縣委、縣政府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
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大
幅躍升。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江永大力推進
「開放引領、產業強縣」，凝心聚力謀發展，一心

一意促改革。
2023年，全縣地區生產總值99.17億元，比新中國

成立初期增長 1400 倍；財政收入 5.84 億元，增長
5077倍；財政支出25.21億元，增長2.57萬倍；固定
資產投資由改革開放初期的510.8萬元增加到2018年

的78.6億元，增長1539倍，近5年保持8%左右的增
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1785萬元增加到30.94億
元，增長 172 倍；三次產業結構比優化為 30.1：
26.4：43.5，二、三產業佔比明顯提高。

江永先後摘得全國生態建設示範縣、全國重點生
態功能區、國家級出口食品農產品質量安全示範
區、國家外貿轉型升級基地（果蔬）、中國營商環
境百佳示範市縣等130多塊 「國字號」榮譽，獲得省
級文明縣城、省級衞生縣城、省級平安縣、省級歷
史文化名城等 260 多塊 「省字號」榮譽。2021 年、
2022年連續兩年均有5項工作獲省政府真抓實幹表揚
激勵，1項工作獲國務院表揚激勵；2023年主要經濟
指標增幅躍升全市第一方陣。

75年來，江永縣全力統籌城鄉共建，堅持以城帶
鄉、城鄉融合，打開了城市空間，改善了城鄉環
境，城鄉面貌持續提質增顏，鄉村振興持續迸發活
力，綠色發展底色持續擦亮。

城區面貌提質增顏。加速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
不斷加大城鄉面貌改造、市政基礎設施配套、城市
景觀提升等工程，城市承載力和宜居度大幅提升，
縣城面積擴大到10平方公里。大力推進省級園林縣
城建設，鳳凰山公園、永明河國家濕地公園等一批
城市綠地、社區公園先後建成，多個品質小區依山
傍水而建，永明河兩岸風景宜人，城區綠化覆蓋率
達46.6%，老百姓推窗見綠、出門見景成為生活新常
態。始終堅持統籌抓好村鎮規劃，推進 「一鎮一
品」建設，打造了一批歷史文化名鎮名村、鄉村旅
遊示範鎮村，勾藍瑤村入選湖南省鄉村旅遊精品
村，23個村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單。

鄉村振興迸發活力。作為脫貧縣，江永扎實做好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工作，

完善防返貧監測及幫扶機制，守住了不發生規模性
返貧的底線。2017年脫貧摘帽，2019年貧困發生率
僅為 0.28%，2023 年未消除風險監測對象僅存 903
人，被評為全國脫貧攻堅先進集體。松柏鄉、桃川
鎮等一批鄉鎮入選省級民族鄉村振興試點、湖南省
鄉村振興示範鄉鎮，邑口村入選省級和美湘村示範
創建村。鄉村建設經驗入選《鄉村振興的湖南實
踐》典型案例， 「鄉村文旅促振興」入選中國民生
發展論壇 「2022 民生示範工程」案例。全國政協
「發揮文化建設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作用」專題協

商會上，現場連線江永，視頻推介勾藍瑤寨。
生態底色持續擦亮。75 年來，江永縣積極踐行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發展理念，統籌
推進山水林田湖草一體化修復治理，一體落實河長
制、林長制、田長制，建成全省首個河長制游泳公
園，空氣質量綜合指數長期保持在全省前列。3
個國省控斷面水質均達到地表水III類類及以上
標準，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水質達標率質達標率

100%。獲評第四批省級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區，一批
鎮村獲國家級森林康養試點建設鄉，省生態文明建
設示範鄉鎮、省文明村鎮、省村莊清潔行動先
進單位等榮譽。江永的天更藍、山更綠、
水更清，空氣更清新，綠色青山成為
發展的 「硬核競爭力」、人民的
「幸福不動產」。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75年來，江永縣始終堅
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在發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2023年，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31元，城
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89元，農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5033元。

民生事業蓬勃發展。全縣民生投入佔比始終保
持在75%以上。投入2.4億元推進 「村村達標」工
程，112 個行政村衛生室標準化率、公有化率達
100%。近三年累計投入1.96億元新建、改擴建學
校43所，城鄉學校面貌煥然一新。全縣公路通車
里程由 1958 年的 19 公里增加至 2023 年的 127 公
里，增長 5.3 倍，農村公路實現組組通，被評為
「四好農村路」省級示範縣。城鄉供水一體化、

城鄉公交一體化建設實現鄉鎮全覆蓋，供水人口
覆蓋率達90%以上，客運量由1958年的2.5萬人增
加至261.3萬人，增長103倍。全年供電量由1978
年的328萬千瓦時，增長到2023年的15.5億千瓦
時，增長470倍。

社會保障全面提升。黨的十八大以後，隨着經
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全縣以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大病保
險為主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基本形成，覆蓋面不
斷擴大，社會保障標準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至
2023年，全縣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達111.8%，獲
評全省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費徵收工作突出單
位。城鄉低保、特困人員供養、殘疾人 「兩項補
貼」標準持續提高，困難群體救助標準全部達
標，困難殘疾人家庭無障礙改造完成障礙改造完成102102%%。。聚焦聚焦
「「一老一小一老一小」」，，建成示範兒童之家建成示範兒童之家1212個個，，居家社居家社

區養老服務中心區養老服務中心55個個，，基本形成城區基本形成城區 「「1515分鐘養分鐘養
老服務圈老服務圈」」。。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縣工業企業數隻手可數，且為
手工作坊，對經濟貢獻度微不足道。75年來，江永縣
堅持把產業發展作為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抓
手，堅持優結構、提質態、延韌性，現代產業體系不
斷完善。2023年，全縣工業企業數達到222家，其中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達到69家，實現產值5.73億元。

「一主一特」從無到有。江永是典型的老少邊窮
貧困村，也是省級貧困村。黨的十八大以來，該縣
立足資源優勢和產業基礎，避免與周邊地區產業同

質化競爭，堅持走差異化特色化發展道路，確定了
以再生金屬資源（鋁、鐵、銅、金）綜合利用與加
工作為主導，農副產品加工作為特色的 「一主一
特」產業定位。圍繞 「一主一特」產業聚焦引進上
下游配套企業項目，既招 「一枝獨秀」的大企業、
鏈主企業，又招 「滿園春色」的中小企業，引進了
一批綠色經濟型、財稅增收型、帶動就業型項目，
招商引資成效明顯，2023年簽約投資5000萬以上工
業項目45個。其中以浙江玉環市客商投資為主的汽
配閥門產業，呈現出 「集群式」落地、 「抱團式」
入駐、 「鏈條式」發展態勢。截至 2023 年，全縣
「一主一特」產業實現38億元，同比增長43%。培

育 「一主一特」企業54家。
特色農業從小到大。75年以來，隨着農村改革的不

斷深化，江永縣農業生產現代化進程明顯加快，具有
江永特色的現代農業經濟邁開堅實步伐。截至2023
年，全縣完成糧食播種面積37.71萬畝，總產13.455
萬噸，糧食種植常年穩定在面積30萬畝總產量16萬
噸以上。以香芋、香薑和南瓜為主的特色蔬菜種植面
積達30萬畝，產量69.2萬噸，總產值16.8億元，完成
蔬菜出口13.48億元。江永香芋、江永香柚多次榮獲
中國農民豐收節 「魅力農產品獎」、中部農博會金

獎。江永縣先後獲得國家外貿轉型升級基地（水果蔬
菜）、湖南 「數商興農」示範縣、省級農村產業融合
發展示範園等榮譽，全國率先落地的 「果蔬拚裝＋集
中申報」海關監管模式在省內複製推廣，農業現代化
的推進速度和質效進一步提升。

文旅產業從弱到強。新中國成立初期，全縣第三
產業僅以少部分住宿餐飲服務業為主。改革開放以
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文旅產業總體散而
不大、有而不強的情況，江永依託深厚的文化底蘊
及豐富的生態優勢，突出文化和生態特色，大力推
動文旅融合，推動 「三千文化」融入江永的 「小城
故事」。持續打好 「女書牌、生態牌、瑤族牌」，
打造了勾藍瑤、千家峒、女書園等多條精品旅遊線
路，一大批網紅打卡地火爆出圈， 「女書熱」 「研
學熱」 「露營熱」持續帶火鄉村旅遊，女書3次走進
聯合國，江永知名度全面提升。目前，全縣擁有4A
級景區2個、3A級景區3個，中國傳統村落23個、
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 2 個、省級歷史文化名村 12
個、省級歷史文化街區3個，傳統村落數量和傳統建
築保護規模均排全省前列。先後成功舉辦湖南省
（春季）鄉村文化旅遊節、女書國際音樂旅遊周等
重大活動，年遊客量突破500萬人次。

經濟指數成倍增長

產業推動質效顯著

城鄉面貌日新月異

民生改善可感可及

7575年來年來，，江永繪就了山鄉巨變江永繪就了山鄉巨變、、山河壯麗的新時代宏偉畫卷山河壯麗的新時代宏偉畫卷。。

勾藍瑤寨位於江永縣蘭溪瑤族
鄉，是國家級4A景區。

江永香柚多次榮獲中國農民豐收節 「魅力農產品
獎」 、中部農博會金獎。

江永歷史文化名村江永歷史文化名村———千年古村上甘棠—千年古村上甘棠 。。 劉志強攝劉志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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