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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上午，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
议开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

“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

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成
都市温江区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
者。省人大代表、成都市温江区委书记
马烈红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时表示，“接下来，温江将认真贯
彻落实省市部署要求，以公园城市示范
区建设为统揽，以‘三联三共’思路深化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努力为
全省全市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
经验、贡献力量。”

持续深化改革
打好“人”“地”“钱”组合拳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要“促进城乡要素
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如何坚持改革创
新，推进城乡要素联通？马烈红给出了

“人”“地”“钱”三个关键字。他进一步阐
述说：只有聚焦到“人”上，才能畅通城乡
人口双向流通渠道。接下来，温江区要
持续深化“新村民”制度试点，加快建设
乡村振兴人才学院，培育壮大“温江农
匠”“温江花工”人才队伍。

聚焦“地”这个关键要素，要坚决守
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
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稳慎推进
农村土地资源盘活利用，着力提升土地
综合利用质效。

聚焦“钱”这个支撑，加大财政支农惠
农力度，整合用好各领域涉农资金，探索
组建城乡融合发展基金，发挥成都农交所
温江分所、“农贷通”金融服务平台作用，
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

聚焦特色产业和高质量发展，马烈
红说：“我们要做优做强温江酱油、温江
大蒜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力发展预
制菜、调味品、功能食品等农产品精深加
工，打造中国西部绿色食品高地。”

马烈红表示，今年还将精心筹办成
都世园会温江分会场活动，持续提升“川
派盆景”“温江编艺”品牌影响力，筑强
花木（农产品）进出口园区集散贸易功
能，推动温江花木拓展国际市场。

做强功能联融
探索公园城市乡村表达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公园、城
市、乡村如何和谐共生发展？

马烈红指出，要坚持规划先行、促进
城乡功能联融，就要依托温江的公园城
市生态本底，优化完善“两级三类”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全力推动万春镇建设县
域副中心，升级打造高山和林都市农业

科创片区，增强中心镇服务乡村、带动周
边的辐射功能。

“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深
入实施‘十村先行、百院示范、千户提升’工
程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十大行动’，
按照‘一村一品’推动69个涉农村（社区）争
创市级示范村、省级精品村和全国美丽
宜居村庄，努力做优公园城市乡村表达。”

温江区万春镇的幸福村是一个很好
的观察窗口。这里一步一景，在不同的
季节，都能找到美不胜收的景色。万春
镇幸福村两委委员文龙表示，曾经的村
子环境差、交通也落后，“但现在大不一
样了，孩子们愿意回乡创业，在家门口就
能发展副业。愿意入股建设家乡的，还
能拿到分红。”

马烈红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一
步让百姓体会到家门口的幸福，就要均
衡普惠推进城乡服务共享。加快构建高
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塑造24小时留
灯书屋、共享运动场等文体服务品牌，精
心举办社区文化节、乡村音乐节等群众
性文化活动，持续办好CBA联赛、亚洲青
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天府绿道国际自行
车车迷健身节等重大赛事演艺活动，不
断优化城乡文化服务供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1月22日上午，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
议开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23
年，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扎实推
进；2024年，将实施“五区共兴”系列支持
政策，支持攀枝花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

从2022年底，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
支持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
验区的意见以来，共同富裕试验区，就成
为攀枝花发展最热的关键词。2023年，是
攀枝花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的起步之年，
这一年，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取得了怎样
的成果、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新的一
年，攀枝花有何新的发展目标？

1月24日，省人大代表、攀枝花市委书
记张正红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采
访时表示，攀枝花推动共同富裕试验区建
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将在补短板、
强弱项上精准发力，将城乡融合发展与共
同富裕试验有机结合，为全省实现共同
富裕探索路径、创造经验、提供样本。

一年实践
聚焦缩小“三大差距”

“过去一年，我们坚持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统揽攀枝花
的各项工作。”回顾2023年，张正红介绍
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40多家
省级部门的支持帮助下，攀枝花聚焦缩
小收入、城乡、区域“三大差距”，统筹推
进“四化同步”，大力实施区域协同共富、
强村富民等“六大行动”，探索构建了共
同富裕试验区建设评价体系。

张正红多次提到攀枝花的“创新”。
例如，攀枝花创新性地开展了乡村、城区、
城乡融合三类共同富裕基本单元打造，已
建成“零碳村庄”“幸福邻里”“共富农场”
等共富基本单元和场景20余个，初步形
成了“工会进村”“村集体+红色资源”“乡
村发展公司”“共富工坊”等特色实践，推
动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

目前，攀枝花全市县（区）人均GDP最
高与最低倍差预计由1.9缩小到1.8，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预计缩小至2.1，
低收入家庭占比预计下降2个百分点。

“在民生方面，我们还创新开展了
‘消底、提低、扩中’行动。”张正红说，攀
枝花在全国率先开展以1万元为阶梯进
行家庭收入摸底，对低收入群体、中等收
入群体精准施策，动态消除三口之家家
庭年收入低于3万元的情况，着力推动年
收入3万元至4万元的三口之家向4万元
以上迈进，年收入9万元至10万元的三口
之家向10万元以上迈进，基本实现台账
管理、动态监测、精准施策。

同时，攀枝花还按照“就业一人，幸
福一家”的思路，激励脱贫家庭、低保家
庭、零就业家庭和残疾人四类重点人群
就业，制定困难群体就业创业、企业用工
等帮扶机制，实施针对性技能培训、搭建
就业援助平台等措施，拓宽困难群体就
业渠道，提升自主就业水平。

直面挑战
在补短板强弱项上精准发力

张正红坦言，当前，攀枝花共同富裕
试验区建设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和初步

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
一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还不够牢

固，钒钛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还有待
进一步提升，清洁能源、康养文旅等特色
产业发展还不够充分，氢能等新赛道产
业也才刚刚起步；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和
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短板，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仍任重道远；三是有关共同
富裕的政策培训和宣传解读还不够全面
深入，具有攀枝花特点的原创性试验性
举措还不多，特色经验总结提炼还不够，
人民群众获得感不够强，受益面不够广。

“短板所在，就是潜力所在、动力所
在。”张正红表示，新的一年，攀枝花将强
化担当、大抓落实，特别是在补短板、强
弱项上精准发力，努力实现改革创新有
突破、共富基本单元打造有特色、动态消
底出实效、重大项目建设有进展、特色经
验做法总结提炼有成果，让群众获得感
明显增强，努力探索形成一批可借鉴、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亮点成效，为
全省实现共同富裕探索路径、创造经验、
提供样本。

今年规划
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

今年1月，攀枝花市委发布了《关于

深入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 加快推动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的意
见》。攀枝花将从5个方面着力，计划到
2027年，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到2035年，城乡发展共同体基本形
成，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城乡宜居
宜业水平显著提升，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在张正红看来，富裕与“共”、城乡相
“融”，目标同向、行动同步、工作同频，两
者是高度关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
系。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
验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关键抓
手，更是一项战略举措。

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攀枝花必须
立足城乡自身资源禀赋，探索符合实际
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功能衔接互补，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建共治共享共同
富裕。

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坚持市域“一盘
棋”，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
资源互补、要素双向对流，促进城乡产业
互惠、生态互补、文明互鉴、治理互通、富
裕互荣，以高水平融合推进高质量发展。

对于今年的建设规划，张正红介绍
说，攀枝花将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试验区为战略牵引，把城乡融合发展
与共同富裕试验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深
入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抓好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城乡基层治理现
代化水平，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高效
配置，促进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
换双向流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加快破
除城乡二元结构，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攀
枝花特色、城乡双向赋能、共建共治共享
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加快建设产业兴、城市美、万家和
的幸福美好攀枝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冷宇

省人大代表、温江区委书记马烈红：

厚植改革基因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做深做实

省人大代表、攀枝花市委书记张正红：

以攀枝花实践，为全省共同富裕探索路径

攀枝花米易县富饶的安宁河谷。 陀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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