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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体体化化要要打打破破体体制制藩藩篱篱
湖南一位亲历公交一体化进程的政府内人士评论说，“公交一体化如何？本人是经历过公交一体化

事宜的操作的，结果是三个政府三个态度，因为牵涉利益各不相同啊，对我长沙没利益的事我做什么？”
这种纠葛只是一体化需要协调的问题的一个缩影。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张萍曾开出药方，“三市经

济一体化，实质上是管理体制的深刻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三市之间的城城分割、
条块分割和城乡分割，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种种弊端。因此，对原来的管理体制和运行秩序做相应的调整
和改革工作就不可避免。”

对于面临的困难，湖南省的相关部门也早有清醒认识。湖南省长株潭领导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徐
湘平曾在媒体上坦言，从产业布局的情况来看，三市之间还有很多雷同，这种布局上的雷同带来了一定
的恶性竞争。“下一步将会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本报特派记者 高扩

长沙市区城南的侯家塘是
长株潭城际公交前往湘潭的发
车点，半小时一班。

从长沙到株洲、湘潭两地
均40公里左右，株洲与湘潭则
相距只有十多公里。此前，三地
之间的交通绝大部分要依靠长
途客车。由于线路单一，长株潭
三地市民出行多有不便，需转
多路汽车才能到达。6年前，连
接长株潭三市之间的“城际公
交车”开通，这被认为是长株潭

“融城”的重要一步。

日前，记者实地探访时，多
次体验长株潭城际公交长沙-
湘潭、长沙-株洲线路。从外观
上看，长株潭城际公交201线不
像惯常的公交车，更像长途汽
车。与长途车相比，公交车不仅
便宜，而且乘坐便捷，换乘方
便。由于工作关系，公司职员黄
显光每周都要往返长沙和湘潭
几次。“去湘潭不用跑长途汽车
站，方便了不少。”黄显光说。

不过，由于票价优惠力度不
大，城际公交的上座率并不算

高，在五成上下。2007年1月开通
时票价为14元，现在是17元。

交通一体化发展，长株潭
显然不满足于目前的状态。全
长约9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
里的长株潭城际铁路正在如
火如荼建设中，全线建成后将
在三市之间形成“人”字形的
半小时通勤圈。据湖南城际铁
路有限公司方面介绍，该城际
铁路全线已有7 7个工点全面
开建，长沙火车站以南的线路
力争于2015年底通车。

城际公交流水发，“串门”方便了

作为国内城市区域一体化
的先行者，长株潭做出的努力
不仅限于城际公交，在通信、大
交通等广泛的领域，都有着有
益的探索。

2010年，长株潭城市群列
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12个三
网融合国家试点地区(城市)。
三网融合工作的深入必然导致
现有运营格局的重新分配，其
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广电、电信

业务双向进入。广电可以进入
互联网宽带和固话业务，电信
也可进入传统的广电IPTV等
业务。

在广电领域，长株潭三地
的电视台共享同一个名称和标
识，这脱胎于原来的长沙、株
洲、湘潭三地，分别名为长株潭
1台、2台、3台。名称上的统一可
以说走出了三市广电融合的第
一步，下一步更重要的还是在

管理体制上的变化。
“三网对各自业务的双向

进入，在技术上已经没有障碍，
难点还在于体制机制。”株洲市
经信委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
三网融合的基础工作是要实现
光纤入户，但这没有法律依据，
目前处于各运营商无序竞争状
态。“一些物业公司规定，谁给
钱就让谁进，无形中增加了成
本。”

三地电视台共用一个标识

与广电领域相比，长株潭
行动最早、成效最显著的恐怕
是通信领域的一体化。2009年，
长株潭三市电话区号统一为
0731，是国内第一个在三个市
实现通信合并的案例。

长株潭三市的通信网络
规模占湖南全省的40%，为升
位并网，必须投入改造资金

2 . 5亿元，对涵盖长株潭三市
450多万固定电话用户、950多
万移动电话用户的通信网络、
业务系统和支撑平台进行升
级改造。以及对110、119、120、
122等紧急服务平台，近2000
家短号平台，社会单位的小交
换机，3万台POS机同步实施升
级改造。

对长株潭民众来说，最直
观的感受就是拨打电话方便
了，给了人三城合一的感觉。而
业内人士计算，区号合一后，长
株潭三市用户的通信费用每年
减少近3亿元。对此，湘潭大学
的大四学生胡敏说，“三个市共
用一个区号，我们早就习以为
常，长株潭不是要一体化吗！”

投资2 . 5亿，通信升位并网

湘江蜿蜒北上，串起长沙、株
洲、湘潭三座城市。在这段长不到
70公里的湘江两侧，三座城市呈
“品”字铺开，两两相距并不远，形
成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核心区。

2003年，为了填补长沙和湘
潭之间的空白，真正推动实现一
体化，湘潭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诞生了。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北
距长沙市中心27公里、南距湘潭
市中心5公里。10年前，九华还是
一片“几冲几坳，几山几岭，东冲
鬼打架，西冲鬼唱歌”的荒凉景
象。10年过去，九华已经拥有一个
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屋顶发电
厂”，吉利汽车九华基地2012年全
年实现产值97 . 38亿。

如今，记者乘车走在湘潭市
九华国家经济开发区，街道整洁、
高楼林立。“九华的角色就是要串
起长沙和湘潭这品字中的两点，
长远来看就是要使长沙湘潭连为
一体。”九华示范区管委会研究室
工作人员刘留说。

2012年6月20日，湘潭九华经
济技术开发区与长沙大河西先导
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九华
经济开发区和大河西先导区分属
湘潭和长沙，二者的深度合作标
志着长株潭三市融城进入到新的
阶段。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三大方面
加强合作，实现互惠共赢。

九华下一步的口号是：搬进
长沙城！

本报特派记者 高扩

湘潭九华开发区

欲搬进长沙城

交通和通讯不断一体化，长株潭“抱”得更紧了

统统一一区区号号，，话话费费年年省省33亿亿
早在上世纪

50年代，长株潭
就提出了一体化
发 展 的 初 步 构
想。时至今日 ,三
地之间有了城际
公交，城际铁路
也已开建；区号
统一为0731，年
省3亿元通信费。
长株潭在一体化
道路上的诸多探
索，可以为我省
省会城市群经济
圈建设提供有益
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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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开发区的迅速发展，填补了湘潭和长沙之间的空白地带。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高扩 发自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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