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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高来稿

说，胸怀千秋伟

业，恰是百年风

华。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国各地

都在以特有的方

式 开 展 庆 祝 活

动：组织干部职

工参观革命纪念

馆，在历史和现

实的交互中感悟

初心使命；邀请

老红军讲述“红

色故事”，在沉淀

的记忆中重温革

命精神……通过

创新学习教育形

式和内容，让“红

色基因”浸润青

春的血液。

笔者认为，

新时代青年要从

党史学习教育中

坚定信仰、汲取

前行的力量，树

立 正 确 的“ 三

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把

“红色种子”播进心中，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新时代青

年要从党史学习中练就过硬

本领、提高服务能力，不断锤

炼优秀品格，激扬奋斗之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具

备过硬本领，才能在关键时刻

站得出，在困难面前豁得出，

在责任面前担得起，在使命当

中扛得住，也才能真正解决群

众的“急盼愁难”问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百年党史既是先

辈们给当代人馈赠的最好礼

物，也是新时代青年人眼下最

紧要的一门必修课，通过学习

教育，不断培育夯实“红色基

因”，在前行中激荡青春华章，

在奋斗中书写人生最满意的

答卷。

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是使全

市居民能够共同拥有发展的机会，

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分享发

展的成果。只有具备这三个“共

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政府有责任，社会有

义务，自身需努力。因此，杭州市必

须聚合内力、外力和活力这“三力”，

才能加快农民富裕富足。

在聚“内力”上下功夫，促进主

动创富

一是充分调动“个体”的主动

性。针对有一定劳动力的低保低

边等农村困难群体，制定产业发展

专项政策，重点扶持农业特色产

业、来料加工、农家乐、民宿经济、

家庭农场、农村电商发展，加大就

业帮促、搬迁帮促力度，不断增强

低保低边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加

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提高公益

性岗位透明度和倾斜力度，通过出

台政策，鼓励企业为低保低边农户

提供就业或来料加工岗位。

二是充分调动“主体”的能动

性。农民增收离不开各类经营主

体的带动。继续扶持发展规模适

度的家庭农场，提升农业产业化经

营程度。出台农业龙头企业新政，

重点支持“企业+基地+农户”的发

展模式。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规

范化建设，扶持发展专业大户和其

他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

展现代流通新型业态，积极培育营

销主体，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

村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逐步形成布

局合理、渠道通畅、安全高效、保障

有力的农产品流通网络。组织农

产品加工企业、新型业态业主参与

国内外展示展销活动，促进农产品

开拓大市场。

三是充分调动“群体”的积极

性。实施“强村计划”，开展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

改革，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壮大的有效路径。推广复制“大下

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发展模式，统

筹推进区域“平台共建、资源共享、

产业共兴、品牌共塑”，推动“强村

带弱村”效应的不断放大。选好选

优配强村级班子，建立培训培养、

考核激励等系统化机制，充分发挥

共同富裕的“领头雁”作用。

在聚“外力”上下功夫，促进带

动帮富

一是创优兜底制度。兜住政策

底线，确保符合低保、低边认定条件

的困难群众做到应保尽保、应纳尽

纳。全面落实“全民参保”计划，进

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2+2”城乡统筹“杭

州模式”，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

层次和水平，加快形成城乡衔接、可

持续、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完

善城乡“四级救助”网络，扩大社会

救助覆盖面，逐步将全市老、弱、病、

残等增收困难的低保低边群体全部

纳入救助范围。完善最低保障标准

动态调整机制，全市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实现城乡统筹。健全灾害、医

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体

系，加大临时救助力度。

二是创新帮扶载体。深化工

作推进机制、产业共兴机制、民生

共享机制、生态共保机制、资源共

享机制等，进一步完善区县（市）协

作工作体系，不断缩小东西部发展

差距。深化“联乡结村”活动，创新

帮扶机制，持续加大对欠发达乡镇

的帮扶力度，加快革命老区乡镇和

少数民族乡镇发展。扩大淳安“两

山银行”建设成果，开展水权交易、

碳汇交易等生态资源资产交易试

点，加速生态资源价值变现。加快

数字乡村建设，避免农民在数字化

改革中成为“数字难民”。

三是创设特别机制。推进城

乡公共服务的同质同标，加快农村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强化特别生

态功能区建设，落实省市县三级协

同推进机制，实施省市县有关部门

共同参与的专班制，实行清单式管

理，确保工作落实落细。加强山区

县（市）高质量发展政策研究，借助

各类智库重点在水饮料、大旅游、

大健康等符合山区生态保护要求

的特色产业发展政策研究。探索

建立大企业大集团服务乡村振兴

机制，鼓励国有企业和知名公司参

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新型

业态培育。设立乡村振兴专家顾

问团制度，积极为共同富裕提供

“智囊”服务。

在聚“活力”上下功夫，促进驱

动快富

一是激活“地力”。重点在盘活

存量用地、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加强农业设施用地保障等方面出实

招，促进农村新经济发展。加快推

进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

权分置”。借鉴德清县和义乌市等

地的先进经验，探索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操作路径。建立

健全宅基地有偿使用与退出机制。

落实中央相关乡村产业发展用地政

策，支持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二是激活“财力”。加快落实

中央《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

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

见》精神，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

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确保到

“十四五”末达到 50%以上。创新

农村金融产品，扩大农房等“三权”

质押抵押贷款范围和用途。将民

宿、农家乐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支

持乡村新兴产业发展。完善农村

信用担保机制，推进信用村、信用

乡镇建设。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

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

行以奖代补和贴息，支持建立担保

机制，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基

金，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

农业农村。积极探索政府、金融、

企业多方合作，鼓励企业参与城乡

区域一体化建设。通过全市“三

农”领域重大招商项目推介会等形

式，强化与工商资本的招引对接。

三是激活“人力”。拓宽“两进

两回”渠道，助力青年、乡贤更好回

村创业，让科技、资金等要素向农

村汇聚，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活

力。健全政策支持体系，实施农创

客培育工程。发挥农创客联盟的

作用，培育农村创业园（基地）。鼓

励支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保留编

制、下乡创业。实施“百万农民素

质提升工程”，优化农业从业者结

构。优化农村人才、创客、职业农

民认定办法，打破学历、职称界限，

将更多为农村服务且社会贡献较

大、有特殊才能的偏才、专才纳入

人才认定体系。开展“农民创业服

务社”试点，全面提高农民创业的

服务水平，开创“互联网+”农村人

才和创客服务新模式。

第一作者系杭州市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

对策建议：
聚合“三力”促进共同富裕

面临现状：
实现共同富裕主要有四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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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三力”，加快推进农民富裕富足
——杭州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娄火明 戴建飞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标志性成果，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题中之义。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杭州农村如何在更高起点、更高质量上推动

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杭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面临的

重大问题和实践课题。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共

富不共富，关键看农户。审视当

下，杭州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

的基础也在农村，广大农村是杭州

市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

和最难啃骨头，主要表现为以下四

点：

一是农村常住居民收入远低于

城镇。尽管在2011年以后，杭州市

城乡常住居民收入比呈逐年缩小态

势，已由 2011 年的 2.24∶1 缩小至

2020年1.77∶1。但两者收入的绝对

差距却在不断加剧，已由2011年的

18820元扩大到2020年的29966元，

9年间幅度拉大近60个百分点。

二是农村居民收入西部远低

于东部。从2020年农村常住居民

可支配收入情况来看，东部的余杭

区、萧山区超过了 4 万元，分别达

到44117元、43847元，分列全省第

一位、第二位。而西部山区县（市）

均在4万元以下，其中淳安县仅为

22465 元，占全市平均水平（38700

元）的 58%、全省平均水平（31930

元）的 70%，较全市最高的余杭区

少了21652元，同时在全省26个加

快发展县中列居第16位。

三是村级集体经济区域性发

展较不平衡。从总量上看，2020年

淳安、建德、桐庐、临安等西部四个

县（市、区）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总

额为4.48亿元，仅为萧山区（13.29

亿元）的33.7%、余杭区（6.21亿元）

的 72.1%。从村级单体看，2020 年

全市所有行政村实现了村集体经

济“3020”目标，但其中还有超半数

的行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在30万

元以下，且全部集中在淳安、建德、

桐庐、临安西部四区县（市），而同

期的余杭区所有行政村都已超过

70万元。

四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较大。教育、医疗、养老、健康等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城高乡低、

城优乡劣的问题比较明显。比如，

乡镇医疗机构床位数，前三位的余

杭、萧山和西湖分别为191张、167

张和125张，而富阳、临安和桐庐分

别仅为38张、56张和62张；乡镇医

疗机构平均医师人数，余杭、萧山

和西湖分别达129人、138人和113

人，富阳、建德和桐庐分别仅为29

人、33人和34人。

随着建党100周年纪念日临近，前往嘉兴南湖参观的游客出现井喷，大批党员、群众和游客前来参观革命纪念馆

和瞻仰红船，重温党史，感悟红船精神。 金鹏 摄

红船热红船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