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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同网跑出“加速度”
天门将深度融入武汉1小时经济圈

天门像穿上了“跑鞋”。
双向六车道平整宽敞，道路边坡绿草如茵。2024年11

月17日，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武汉至重庆高速公路
汉川至天门段（天门东段）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这条路段
全面建成并具备通车条件。

投资89亿元、全长37公里的天门东段高速公路，起于
汉川市田二河镇李集村以南，止于天门市岳口镇徐越村七
屋台。由于各种激光超声波桁架摊铺机施工技术、无人化
摊铺先进工艺工装、智能集中制浆站系统及制浆设备等“保
驾护航”，天门东段建成提前了15个月。

武重高速天门段分为东、西两段，项目全长80公里，总
投资178亿元。目前天门西段也已累计完成投资过半，预
计2025年建成。天门段全线通车后，天门至武汉将实现1
小时直达。

2024年12月18日，天门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又一
重磅消息。天仙洪高速公路也已完成设计招标工作，目前
正开展前期设计，预计2026年开工建设。

天仙洪高速公路是连接天门、仙桃、洪湖等江汉平原地
区的一条南北向通道。路线全长约94.1公里，其中天门市
境内长约48.7公里，项目总投资约170亿元。道路建成后
将加密江汉平原地区纵向高速通道，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
结构，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高武汉都市圈西
部区域互联互通水平。

沪渝蓉高铁武宜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之
“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至宜昌段起自武汉市，
经天门市、荆门市，终至宜昌市，正线全长313公里，设计时
速350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天门至武汉只需30分钟左
右，对服务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促进湖北加快建成
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具有重要意义。

天门距武汉100公里，处于沪蓉、沪渝、随岳和武汉都
市圈环线四条高速公路“井”字形路网的核心区域。全市

“三高速”“三铁路”“两水路”“三条一级路”综合交通格局
基本形成。待沿江高铁、武天高速全线建成后，天门将深
度融入武汉“1小时通勤圈”“1日生活圈”，建成“115”交通
圈，即乡镇10分钟上高速，城区10分钟到高铁站、50分钟
到武汉。

产业集聚塑造“新动能”
服装电商年销售6亿件，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

一件连衣裙可以卖多久？四季。销多远？全球150多
个国家！天门服装正在打破人们传统的思维观念。

纺织服装是天门的传统支柱产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
代起，40万天门人外出闯荡，做裁缝、办企业，吃苦耐劳、敢
为人先，造就“天门服装人”美名。近年来，随着产业调整和
升级，数以万计的“服二代”返乡兴业，投身服装电商行业，
打开产业发展新空间，以传承和开拓并举续写新的“天门服
装人”传奇。

60秒，从布料到成衣；1分钟，发出500单服装快递；24
小时，不间断直播；1天，出海60万件服装——这就是天门
现在的服装生产和销售速度。

天门服装人创立“小单快反”等新模式，即先小批量
生产不同款式产品进行市场测试，再通过终端数据反馈，
对“爆款”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减少库存风险。同
时，天门是江汉平原地区首个实现快递全自动分拣的城
市，服装电商快递业务单价保持在 1.4—1.9 元，全省最
低。2023年，天门市出台《关于支持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每年配套财政资金 2 亿元，从加强资
金支持、强化要素保障、支持做大做强和鼓励集聚发展四
方面支持纺织服装企业发展。2024年又新增针对区域公
用品牌发展、跨境电商业务、直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政策
支持。

如今的天门拥有服装类主体6800多家，电商平台注册
商户1万余家，形成面辅料供应、服装加工、电商营销、物流
配送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全市服装电商年销售量达 6 亿
件，2024年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在希音、拼多多、亚马
逊等跨境电商平台注册商户1000多家，年出海服装超过50
亿元，跨境电商业务量保持全省第一。

天门正在努力打造世界闻名的“中国天门服装电商
城”，力争在2026年，实现纺织服装千亿产业集群的目标。
同时，以服装电商为突破口，推动纺织服装产业协同发展，
构建“周边制造、天门网销”的联动发展机制，形成“货通天
下、万商盈门”的局面。

工业稳则经济稳。天门加快打造化纤纺织、绿色循环、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5个百亿产业园，聚力打造
纺织服装、绿色循环千亿产业集群。天门还主动对接武汉

“光芯屏端网”产业集群，补链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与武汉
国家存储器基地、光谷集成电路产业园等形成协作配套，已
引进通格微、芯创电子、宝昂新材料、彤辉科技等上下游企
业，打造全省芯片封装测试基地、新型显示配套产业基地。
1—11 月，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3%。“强芯亮
屏”形成澎湃动能。

城市格局展现“新风貌”
“双集中”为都市圈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模板

天门打好“政策引人、产业聚人、环境留人、生育增加
人”的“组合拳”：实行特定人群购房补贴，教师、医务人员、
进城农民、产业工人、引进人才可享受每人每套6万元的购
房补贴；出台鼓励生育“七条意见”，对新生育二孩三孩家庭
分别给予6万元、12万元购房奖励，从育儿补贴、住房保障、
产假待遇等多方面给予支持，走出一条“聚人、强产、兴城”
高质量发展之路。

政策实施以来，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2.61%，房
地产开发投资连续 7 个月居全省第一，是全省唯一房地
产投资、销售面积增速“双回正”的城市。出生人口自
2016 年以来首次实现由降转增，城区人口增加 4 万人，预
计3年内可带动10万人进城落户，城镇化率提高7.5个百
分点。

天门坚持以“人”为核心优化配置公共资源，全面提升
城区教医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让城市“活起来”。建成北
湖教育园、组建陆羽高中，优化普惠托育机构布局，建设江
汉平原区域医疗救治中心，完善普惠养老服务设施，构建城
区15分钟便民生活圈……

“天门办法”吸引省内外100多个市县区来天门考察交
流，为武汉都市圈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可参考可复
制的模板。

科技创新激发“新活力”
利用科创平台，让公司和高校院所“双向奔赴”

让企业和高校院所实现“双向奔赴”。湖北诺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是天门一家从事电池电解液研发和生产的高新
技术企业。2024年6月初，该公司开发高性能钠离子电池
电解液时遇到技术难题，经天门市科技局指导，在湖北科创
供应链天网平台天门专区上注册账号，发布了“高性能钠离
子电池电解液”技术需求。需求发布后，通过平台匹配，天
门市科技局成功促成湖北大学刘建文教授团队与该公司达
成合作。公司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完成后，公司将新建一条
年产1000吨的高性能钠离子电池电解液生产线，实现产值
5000万元以上。

湖北科技创新供应链线上平台天门专区于2024年4月
14日正式上线。天门利用这一线上平台，加快科创步伐。
截至目前共入驻企业738家，共征集科创需求893项，累计
促成对接352项，初步建立起“企业出题、高校院所响应、以
需定研”的技术研发合作新模式，极大推动天门企业和都市
圈高校院所携手科创、克难攻坚。同时，天门还推出《关于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九条意见》，最高奖励100万元，进一
步优化创新环境，激励广大企业和科研人员大胆创新，加快
培育新质生产力。

天门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是名副其实的蔬菜产业大市，
很多新鲜蔬菜销往武汉。天门市蔬菜常年播种面积近50
万亩，总产量130万余吨，年综合产值超40亿元，带动相关
从业人口20余万人。

2024年，湖北省蔬菜科学研究所、武汉市农业科学院
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黄冈市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等
11家单位在天门共同组建湖北省蔬菜产业技术研究院，线
上线下结合，开展健康蔬菜生产技术模式示范推广，为江汉
平原的蔬菜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024年8月21日，张港花椰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
天门举办，这是天门对接武汉都市圈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的
又一成果。当天，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相关专家，武
汉都市圈9个城市农科院（所）和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负
责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从事花椰菜育苗、生产、销售、加工
的代表等参加会议。武汉都市圈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由武汉
市农业科学院牵头，2021年5月27日在汉成立，助力武汉
都市圈农业同城化发展。

会上，天门市迈川蔬菜合作社、鑫天农业、蓝采园农业
分别与武汉、黄冈、咸宁三市农业科学院签订了科技合作协
议，助推张港花椰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民生保障取得“新突破”
“跨市通办”办理2.4万余件

2024年五一假期，武汉姑娘英子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
物院参观“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时，对造型秀美、线
条流畅的“中华第一凤”叹为观止，当得知它出土于天门石
家河时，她心里就存下一个愿望，一定要到天门去看看。十
一假期，她来到天门，到茶经楼喝茶，还吃了干驿镇炮蒸鳝
鱼、黄潭米粉、天门九蒸。“看过‘中华第一凤’的故乡，觉得

‘她’的美更立体了。”她说。
天门境内距今约6000—4000年的石家河遗址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天门是茶圣陆羽故里，是世界上首
部茶学专著《茶经》的孕育地。天门也是著名的状元之
乡、中国内陆最大的侨乡。天门还是中国蒸菜之乡，天门
蒸菜作为鄂菜代表入选国务院礼宾菜单，荣登《舌尖上的
中国》。

手握多张文化名片的天门，坚持将文化旅游产业作
为一盘“大棋”谋篇布局。先后编制《天门市全域旅游发
展规划（2020年—2035年）》《天门市建设全省文旅融合体
验基地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等，促进文旅深度
融合。

2024年，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设现场，可以看到塔
吊林立、机器轰鸣的火热场景。作为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将打造成以博物
馆为中心的文教与综合服务园区，计划2025年年底竣工投
入使用。

四湖六水绕城过，一城人家半城碧。天门河道总长
1131.9公里，湖泊45个占全省1/17。张家湖是天门市最大
的湖泊，也是湖北省保持原始生态最好的湖泊之一，这里水
天相连、草木茂盛、鸢飞鱼跃，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场景令人
沉醉。天门正深入打造张家湖农文旅项目，推进城区水系
联通和城市园林建设，打造江汉平原水乡公园城市样板，使
天门成为省内“周末游”目的地，让人们在这里领略水乡民
俗，在山水田园间追寻“诗与远方”。

既有“诗与远方”，也有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2024
年，天门市已认领1000项武汉都市圈通办事项，开通网上
办理、掌上办理、自助办理等渠道，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武
汉都市圈圈内通办综窗+专窗，今年以来共办事项2.4万余
件。天门市主动谋划推进“一件事”集成办，完成“水电气网
联合报装‘一件事’”“退休‘一件事’”省级试点，上线第一批
15项国省重点“一件事”，当前正在高效推进第二批国省重
点“一件事”，线上累计服务企业群众超7000次。

此外，武汉仲裁委员会第一家跨市分会——天门分会
与天门市法院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多元解纷合作机制，已
成功办理纠纷多起。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与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签约共建医联体，成功通过国家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审。天门市育才小学与武汉市育
才小学签约开展合作共建。海龙岛、方舟生态庄园两家景
区加入湖北旅游惠民卡。新引进汉口银行入驻天门，天门
市长江高质量发展产业投资基金落地。百姓生活方方面面
都在改善中，生活品质得到提升。

天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介绍，下一步天门融圈还有
很多“吸睛”之处。

交通上，将推动天门港岳口港区、天门通用机场等项目
开工建设，谋划建设江汉平原快递物流分拨中心。希望以
沿江高铁天门站为依托，做强综合客运枢纽功能，提升区域
交通整体水平。

产业上，对接全省“51020”现代产业集群，加强与圈内
城市协同配套，深入实施“工业倍增125工程”。继续发挥
天门服装电商优势，打造国家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突破
性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化工）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培
育壮大再生有色金属、农副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三大支撑
产业。搭建绿色农产品加工、销售、流通、研发服务平台，打
响米、菜、虾、鳝等江汉平原区域优质农产品品牌等。

科创上，继续主动融入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发挥天门
（武汉）离岸科创中心作用，每年引进20家以上企业入园。
加快天门科技孵化园、产业技术研究院、院士专家工作站建
设，着力构建“研发、引资、孵化、引才在武汉，生产、投资、转
化、用才在天门”的科创模式。

百姓生活上，全面落实武汉都市圈基本公共服务共建
互认，推进更多政务服务事项“跨市通办”“一网通办”。加
快建设江汉平原区域医疗救治中心。强化区域联合办学、
校企合作办学，争取本科院校落户天门高铁新城片区，让群
众享受到更多实惠，生活得更加舒心。

“中华第一凤”的故乡，历史风韵与现代活力相融的天
门，一定会如凤凰展翼而飞，越来越美好。

天门，古称竟陵城，地处江汉平原北部，因境
内天门山而得名。它是武汉都市圈成员之一，全
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近年来，天门市紧紧围绕
四化同步发展示范区目标，聚焦交通互联、产业协
同、创新协作、服务一体等重点发力，积极主动融
入武汉都市圈。

2024年，天门对标湖北省发展大局，找准
“天门坐标”，提出“一城四基地”的功能定位，即建
设水乡公园城市、全国纺织服装产业基地、全省电
子信息产业配套基地、全省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
全省文旅融合体验基地。定位清晰、目标明确，让
天门根据自身优势与武汉都市圈精准互补和共
振，融圈进入升级版本。

刚刚过去的2024年，是天门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双集中”发展成为全省样板，
绿色循环产业园、化纤纺织产业园等百亿级重大
产业项目见效发力，天门新区、高铁新城建设全面
启动，武天高速东段通车在即，石家河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开工建设……新年伊始，天门市委召开九
届九次全会，向全市上下发出争当高质量发展“优
等生”的动员令，吹响“冲锋号”，驶入“快车道”，奋
力推动天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为武汉都市圈
一员，天门的趁势而上、加速发展，必将对武汉都
市圈长足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策划：中共天门市委宣传部 长江日报武汉都市圈新闻中心 撰文：叶军 图片由天门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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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争当“优等生”与武汉都市圈发展互补共振

天门市陆羽故园。

武天高速公路建成后大大缩短天门到武汉通勤时间。

俯瞰中国（天门）服装电商城。

位于天门的湖北宝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万级
洁净车间加紧生产。

天门北湖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