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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 陈梓睿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
之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便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时代”，将“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纳入“十个明确”
的内容体系，并将“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作为本世
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目标之一。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需要经济发展、
政策支持、制度创新、舆论环
境等多方面条件支撑，协调发
展是其中的重要理念和路径
选择。协调发展理念是在总
结中外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把
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针对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
平衡、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提出
的，在关注发展速度的同时，
更加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协调
性和平衡性，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必由之路。

协调发展奠定共同富裕
的经济基础。生产是分配的
前提和基础，生产力不断发展
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共同
富裕需要经济发展支撑。我
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依然是
新时代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
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
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协调发展的着眼
点在于发展，是更高质量、更
高水平的发展。一方面，必须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
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
这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
化、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基础性
作用。另一方面，必须毫不动
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这对于推动经济增
长、扩大社会就业、增加财政
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
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
经济协调发展，为实现共同富
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同
时，协调发展要求强化行业发
展的协调性，加快垄断行业改
革，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
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发展要求
强化企业发展的协调性，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构建大中小企
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
发展生态。协调发展是实现
共同富裕的起点，也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依托。

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城乡
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
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
裕。由于历史、自然地理条
件、区位优势差异等方面的原
因，造成我国区域发展不平
衡，由此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较
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已经缩
小，但尚未消除。协调发展的
着眼点之一就是区域协调发
展，通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来
缩小人民收入分配差距，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区域协
调发展要求建立更为有效的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各
地区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
量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逐步
实现共同富裕。就宏观区域
协调发展而言，应着力推进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入推
进东北全面振兴，发挥优势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
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先发展，重
点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等战略，加快构建要素有
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
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
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
展新机制，以实现区域协调
发展。

同时，城乡二元结构是造
成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重要
原因，实现共同富裕要求破除
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协调发展谋求在破除
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
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
置上取得重大进展。协调城
乡发展要求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
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
均等。城乡协调发展旨在让
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
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以实
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

协调发展促进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共同提升。共同富
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都富裕。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在物
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
生活的需求相应提高。共同
富裕既要关注和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也要
关注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生活需要。协调发展旨
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共同发展，促进国家“硬实力”
和“软实力”同步提升，确保
“两个文明”成果为全体人民
所共享，通过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的富裕和共享，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要求在
发展经济的同时，提升全体人

民的思想觉悟、价值观念、道
德素养，形成良好社会秩序、
生活方式，使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的自觉
行动，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和文化支撑。

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
均衡发展。共同富裕既是经
济层面的发展目标，也是社会
层面的发展追求，要求发展成
果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
少数人享有、一部分人享有。
协调发展蕴含经济与社会均
衡发展的取向，要求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彰显社会公平正
义，激发和凝聚各方面的社会
活力，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创造和谐的社会条件。一
方面，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
增强就业创业能力和致富本
领，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
多人创造致富机会，以防止社
会阶层固化和收入分配差距
的代际传递；另一方面，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
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
入，取缔非法收入，在缩小收
入分配差距的同时，加强基础
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
建设，使全体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应当明确的是，强调发展
的协调性、均衡性，并不意味
着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现
共同富裕“不是所有人都同时
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
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
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
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
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
异，不可能齐头并进”。

总之，协调发展的价值取
向、内在要求契合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要求，协调发展是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
诉求和必然选择。

京津冀协调发展
实现共富裕的必由之路

本报讯 陈忠权 近日从市
农业农村委获悉，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天津市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和涉农区把保
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
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超额完
成国家农业农村部下达天津
市今年全年的粮食生产任务。

据了解，为搞好粮食生
产，确保粮食安全，天津市全
面落实各项种粮补贴政策，激
发农户多种粮、种好粮的积极

性。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涉
农区全面推广优良品种和绿
色生产模式，积极兴建高标准
农田，搞好病虫害统防统治，
为粮食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天津市夏粮生产呈
现“面积增、产量增、单产增”
的“三增”特点。夏粮面积为
177.8万亩，比去年增加 21.8
万亩，产量达到72.2万吨，比
去年增加9.3万吨，夏粮总产
量再创历史最好水平。今年

秋粮生产面积、总产量均比去
年增加，其中100万亩小站稻
立足抗灾夺丰收，总产量预计
达到60万吨左右，比去年增加
10万吨。

今年，天津市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紧紧围绕“创建粮食作
物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推广
绿色安全生产模式”任务，聚
焦小站稻和强筋麦两大优质
口粮，在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
范中心、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

司天津技术服务中心、天津农
垦小站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和蓟州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创建4个粮食作物绿色高质
高效示范区，创建面积 7万
亩。每个示范区集成推广 1
套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
示范区内亩节本增效水平达
到5%以上，实现示范区粮食
作物绿色安全生产，带动天津
市粮食作物生产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李杰 近日，定州市
杨家庄乡大涨村鑫久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蒜黄生产基地的
蒜黄颜色黄得耀眼，棚内空气中
蒜香浓郁，一片丰收景象。

“今年种了十个棚，每个棚
平均65平方米，9月下的蒜，25
天左右就能收割一次蒜黄，每次
收获三千多斤，一年下来能收割
八九次，可以挣个十万多块钱
——蒜黄就是俺们致富的软黄
金！”基地负责人、今年62岁的司
占欣说。

大涨村是定州蒜黄种植专
业村，该村560余户村民中有一
半以上家庭都在从事蒜黄种植，
全村每天收割运输蒜黄2.5万公
斤以上，高峰期达10万公斤，周
年生产、周年供应。同时，该基
地还建设了冷库等配套设施，实
现了蒜黄生产、包装、冷藏一条
龙服务。为了保障销路，他们在
全国重要的蔬菜批发市场设立
了办事处，并依托“社区管家”手
机客户端等进行网上销售。目
前，该基地生产的“司禾鑫久”牌
蒜黄已经畅销北京、天津、上海
等大中城市市场，蒜黄已成为当
地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近年来，定州市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四个
农业”理念为指引，立足区域资
源禀赋、产业基础和产品特色，
按照全产业链发展、全价值链提
升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思路，对
辣椒、韭菜、蒜黄、洋葱等辛辣蔬
菜的栽培品种进行引进与改良，
并通过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将全
市“一县一业”示范区打造成科
技高端、标准高端、产品高端、品
牌高端的北方地区最大的特色
蔬菜绿色高效技术集成示范区
与高端精品特色蔬菜供应基地，
并将其列入全市5个产业集群之
一进行打造，编制了具体的行动
方案，不断强化项目支持，进一
步促进了全市蒜黄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讯 杨世尧 近年来，
河北省奶牛养殖大县唐山滦
州市为破解养殖企业环境污
染的难题，持续推广智能自动
清粪和干湿分离污粪处理系
统，逐步形成了“牲畜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良性产
业循环，在有效改善养殖环境
的同时，给当地特色农业发
展、农民增收带来看得见的实
惠，探索出一条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据介绍，目前
该市共有奶牛规模养殖场 38
家，奶牛存栏达到 3.66万头，
年产鲜牛奶达19万吨。

滦州生态养牛
产业助农增收

河北定州蒜黄
成致富“软黄金”

天津超额完成今年粮食生产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