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协调发展，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要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对此，参加全国两会

的代表委员纷纷表示，要多渠道、多领域、全方位推

动协同发展，齐心下好“一盘棋”。

下好全国“一盘棋”

大力推动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缩小城乡区域发展

差距，就是要下好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全国政协

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现代化区域发展

体系核心是要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

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

区域优势互补，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我国面临的突

出问题。刘伟委员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要

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

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

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

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国政协委

员、洛阳理工学院副校长马珺认为，在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必须贯穿始终。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

革和发展的成果，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东中西部各

个区域都要照顾到，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

协调发展。

拓展协同广度和深度

近年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党中央紧

扣社会主要矛盾，大胆设立了各种经济“试验田”，

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筑区域增长极，为中国经济

崛起寻找新的突破口。

“新区域性增长极的培育对构建新格局具有示范

引领作用。”刘伟委员表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

利于打破既有体制机制束缚，解决资源配置和要素

流动机制不畅、合作分工程度不足、重复建设等

问题。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取得了累累

硕果。“北京市着眼于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

力源，全方位拓展京津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全国

人大代表、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谈绪祥介绍，北京市引

导各区各部门向中心聚焦、朝大局聚力，协调发展成

为共同的行动。细化落实新版城市总体规划，一张蓝

图绘到底，核心区、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发布

实施，首都规划体系的“四梁八柱”初步形成，城

南、回天、新首钢、生态涵养区等一批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的行动计划扎实推进，城市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

性进一步增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耕捷表示，云南还有 6个州市不通

铁路，“十四五”时期，需要加大从沿海到沿边、从

边疆到内陆、从国内到国际的铁路规划、建设和投资

力度，努力解决云南铁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

此提升云南铁路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新时代云南人民

美好生活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产业协同提升综合竞争力

城市携手只是开始，巩固拓展协同成果、增强产

业链韧性是关键。

谈绪祥代表表示，京津冀产业对接协作步入快车

道，中关村企业已在河北、天津设立 8800 余家分支

机构，达成技术合同成交额 1410 亿元，成为河北、

天津发展的重要支撑，也为北京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广

阔的空间，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构建。

民进中央提交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

同发展的提案》 中也指出，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

展，应是三地分工合作下的创新驱动发展，从而推进

形成三地更高质量的产业一体化。

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将对产业综合竞争力起到关

键性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悦达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局主席王连春表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

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大区域对全球

汽车产业链资源和创新人才已经形成足够强大的引

力场，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区域汽车产业协

同发展和转型升级，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综合竞争

力。他建议，明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建立

健全保障机制，推动全面形成区域内汽车产业供应

链、价值链、创新链联动效应，助推我国汽车产业

高质量发展。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本报记者 刘 瑾 周 琳 李 哲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社会发展

差异性较大。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西转移，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势在必行。”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广西区委主委钱学明表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解

决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

钱学明委员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已进入“腾笼换

鸟”的关键时期，许多传统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步伐明显加快。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这些

需要转移的传统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具有较好的

吸引力和带动力。“积极承接好这些转移产业，不仅

可以满足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就业需求，还能保留我

国完整的产业链结构，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钱学明委员认为，引导产业国内有序转移，既要

遵循市场规律及企业主体地位，还应更好发挥政府引

导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国家层面统筹，建立东西部

之间产业转移协作机制；另一方面，要帮助西部欠发

达地区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集聚高质量发展要

素，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钱学明委员建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树立鲜

明的政策导向。对于东部地区，可建立科技创新、转

型升级、引领示范等评价考核体系，支持和引导传统

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对于西部地

区，应加大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支持力度，利用

西部地区劳动力回流，吸引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更好

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转移效率。

“更好引导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还要坚持和完

善东西协作和对口支援帮扶，加快建立东西产业对接

协作利益共享新机制，比如共同投资、共建园区、共

同管理等。”钱学明委员说。

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

有序引导产业转移
本报记者 李 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一

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下好这样

一盘大棋，需要站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的高度精准把握。

湖北荆门市地处江汉平原，是农业

大市。近年来，荆门市把建设宜居宜业

的富美新农村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

之重，因地制宜探索推广了新农村建设

的“客店模式”、乡村治理的“湖山模

式”，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探索可以发

现，推进乡村建设行动，首先要选好

“领头羊”，选准一个人、改变一个村，

加强党的领导要体现在打造坚强的基层

战斗堡垒上；关键在可持续，发挥规划

引领作用，贯彻“两山”理念，保留乡

村特色风貌，不搞大拆大建；出路则在

市场化，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市

场主导，防止政府大包大揽。

目前，仍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制约着

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一是中西部地区

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二是

“能人支书”一将难求，各类专业人才缺

乏。三是农村社会治理亟需加强。

人气旺不旺是乡村能否振兴的关

键，解决乡村“聚人气”的问题迫在眉

睫。一方面，要加大优秀人才下派力

度。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乡

村振兴联系点制度”“坚持和完善向重点

乡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制度”，

各地应加快选派一批懂规划、懂经营、

懂技术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打通

人才回乡任职的瓶颈，破除制度障碍，

解决户籍、待遇等问题，为能下乡、愿

下乡的人才解决后顾之忧。

同时，深入推进“市民下乡、能人

回乡、企业兴乡”。在“市民下乡”方

面，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向乡村倾斜，加大

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支持力

度，让市民乐在其中、农民富在其中。

在“能人回乡”方面，进一步加大

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大学生返乡领办合

作社政策扶持力度。同时，在工资待

遇、养老保障、定向招考、职称评定等

方面向农村地区倾斜，稳定农村干部、

教师、医生“三支队伍”。

在“企业兴乡”方面，以土地制度改

革为重点，启动新一轮农村改革，为更多

“新农民”和工商资本下乡提供稳定的制

度保障。同时，完善监督机制，防止“跑

马圈地”，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湖北荆门市
市长）

乡村振兴关键要“聚人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

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全国人

大代表、河南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表示，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贯穿了协调发展理念。

汪中山代表说，作为中部省份，河南充分挖掘潜

力，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具体举措

包括积极推进中原城市群建设，加快发展县域经济，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

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大山

大河大平原保护治理，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

自然协调发展等。

汪中山代表表示，结合河南实际情况，协调发展

的着力点要重点突破。首先，强化城乡协调发展。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 80%

以上的乡镇和行政村达到县级以上文明村镇标准。

其次，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增强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龙头带动作用，提升洛阳副中心城市功能，联动建

设“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协同打造中原—长

三角经济走廊。

再次，强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

省，促进文化旅游全域融合发展，推动中原文化繁荣

兴盛。

同时，要强化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以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完善“一带三屏三廊多

点”生态保护格局。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打造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最后，还要强化双循环协调发展。以“空中丝

路”为引领，全面推动“四路”联动互促、融合并

进。积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完善开发

区、综保区、口岸等开放平台功能。

全国人大代表汪中山

找准协调发展着力点
本报记者 杜秀萍

□ 孙 兵

上图 3月 5日下午，人大安徽代表团在驻地举

行全体会议，全国人大代表罗平（中）就如何推进协

调发展发言。 徐国康摄（中经视觉）

右图 3月 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

前，出席大会的代表进行热烈讨论。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