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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一场以

缩 小 地 区 差 距 、城 乡 差

距、收入差距为标志的社

会变革。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探

路，是浙江作为“重要窗

口”的必答题。

如 何 做 好 这 份 答

卷？在浙江，已有“优质

生”先行。

东海之滨的嘉兴平

湖，位于“沪杭苏甬”四大

城市菱形对角线的交汇

点 ，素 有“ 金 平 湖 ”的 美

誉。平湖也是全省乃至全

国发展最均衡的地区之

一。

8 月 2 日，由浙江省

政协办公厅指导，钱江晚

报·小时新闻精心策划的

“同心桥·政协委员话共

富”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首站活动，就落在平湖。

百余名来自省、市、县

（市、区）三级政协委员、嘉

兴各县（市、区）美镇办、相

关主管部门和界别群众代

表，围绕“缩小城乡差距，在

共建共享中实现共同富裕”

的主题，共同寻找实现共同

富裕的路径、模式、方法。

“同心桥·政协委员话共富”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首站走进平湖

这场协商论坛
让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

本报记者 何晟

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是未来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总书记说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实际上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也是一样，

共富不共富，关键也是看老乡。”

作为来自农业院校的省政协委员，浙江

农林大学副校长徐爱俊长期关注着城乡的融

合发展。

他认为，在如何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上，我

们不仅要看经济总量，还要看老百姓的生活质

量；不仅要看“平均数”，同时还要看“大多数”。

在近日公布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中，徐爱俊特别注意到，要开展未来乡村建设

试点，迭代升级未来邻里、现代产业、公共服

务、乡村文化、特色风貌、绿色低碳、乡村善治

等场景，建成一批引领品质生活体验、呈现未

来元素、彰显江南韵味的示范性乡村新社

区。“我认为这一表述是非常深刻的，具有极

高的前瞻性和指导性。”

就如何推进未来乡村建设，徐爱俊提出

了三点建议：一要充分理解乡村内涵，充分挖

掘利用乡村的多种功能价值；二要继续完善

城乡融合的制度体系；三要切实增强广大居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激发未来乡村建设的

内生动力。

徐爱俊说，平湖的基础很好，相信平湖有条

件也有能力打造出更多具有平湖特色的乡村新

社区。“浙江农林大学作为农业院校，也非常愿

意参与到我们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中。”

缩小城乡差距
多方位开拓农民收入来源

通往“共富”的征途中，精准发力、培植做

强优势产业，堪称最重要的一环。

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副主任、浙江工商大学MBA学院院长钱水土

20 年前做课题研究时，就曾来嘉兴的几个县

进行调研。“记得在全国城乡差距平均水平超

过 3 倍的时候，嘉兴就已经接近 2 倍，今天平

湖更是缩小到了1.65倍，这是很不容易的。”

过去城乡差距比较大，原因之一是城市

有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而乡村只有传统

农业。钱水土认为，未来乡村经济的发展，肯

定是多元化的，应该是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等新产业、新

业态为重要补充的发展新格局。

“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农业的全产业链

发展需要科技，特别是农业科技来改造传统

农业，利用城市的工业来延长农业产业链，利

用互联网等高端的服务业来丰富农业产业

链。”要实现这一转变，钱水土认为首先要做

的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钱水土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健全农民持续

增收途径的问题。“要缩小城乡差距，关键是

多方位开拓农民的收入来源。”他补充说道，

要加快培育农村的双创工程，增加农民的工

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农民也应该有更

多的投资渠道，增加他的财产性收入。”

平湖市政协委员、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许建军提

出了这样的思路：“身处长三角核心区，要让

‘田园五镇’真正成为实现农创品牌跨区域共

建、乡村旅游跨区域共赢、文化传承跨区域共

享和农民共同增收致富的样板平台。”

富裕是靠奋斗出来的
是靠人干出来的

老家嘉兴的省政协常委、浙江大学新农

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珂，回到家乡，脑

海中跳出来的还是甜甜的“平湖西瓜”。

言归正传，他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人才。

“富裕是靠奋斗出来的，是靠人干出来

的！”王珂说，人是决定未来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乡村发展来说，乡贤很重要，带头人很重

要，有了一个好的带头人，就能带活一方新的

产业。“乡贤不一定是在村里定居，也可以是

对家乡有感情的、在外地生活发展的乡亲，通

过我们政府的努力、通过产学研的结合，将他

们吸引回来，带领乡亲们共同富裕。”

王珂认为，新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消费升

级，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一定会产生无数

的发展契机。“未来乡村、未来工厂、未来社区

⋯⋯无论什么概念，最终它一定是对人的吸

引力，是人的美好家园。它不仅是创业的热

土，也能在创业的过程中产生一种特别吸引

人的动力。”王珂说，我们要用全新的、更开放

的思维来打造未来的美丽乡村，它最重要的

特质应该是以人为本，满足人们对物质、精神

和生活的需要。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只有乡村人才振

兴了，才能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嘉兴市政协委员、民盟平湖市

基层委员会主委朱立军接过话题。他说，虽然

随着乡村人才引育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平湖

乡村人才现状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也还存在

着人才素质不高、结构不优等问题。

如何破解？他建议：一是就地取才；二是

产业引才；三是环境聚才；四是合理用才。

“注重培育一批高端农业科技人才，让职

业经理人、科技带头人、现代青年农场主成为

农村青年创业致富的‘领头雁’。”他认为应该

让“土专家”、“田秀才”有更多施展空间。

“同心桥”栏目是省政协

办公厅与钱江晚报联手打造

的省政协“同心”系列宣传平

台之一。自 2018 年 10 月创

办至今，已累计在钱江晚报

及“小时新闻”客户端上刊发

了 64 期，话题聚焦党政关

心、委员关注、群众关切的事

项，积极反映民声、凝聚共

识、汇聚力量，质量很高，起

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今年栏目组又精心策

划了“同心桥·政协委员话

共富”走进县（市、区）系列

活动。

省政协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是栏目内容与形式的

又一次创新，也是一次政协

协商多跨场景应用的积极探

索，架起党政部门、政协委员

与基层群众的一座连心桥，

使协商的形式更加丰富、协

商的内容更接地气，以更深

触角讲好政协履职故事、传

播广泛共识。

会后，省政协委员、浙

江农林大学副校长徐爱俊

被几位乡镇干部追着要联

系方式。

“这种协商的形式非常

好。无论是对政协委员的履

职，还是作为一名农业科技

工作者，通过这个平台，我能

听到更多来自一线的声音，

也让自己明白今后履职的着

力点在哪。”徐爱俊说。

曾经担任过旅游局长的

平湖市政协委员、平湖市政

协办公室主任沈海良也很感

慨，“平时我们很难请到这些

省政协委员和智库专家，但

是通过这座‘桥’，让我们实

现了三级委员同频共振。”

接下来，“同心桥·政协

委员话共富”将走进多个县

（市、区），发挥政协的独特优

势，助推示范区建设难题破

解、工作落实，更好展现政协

委员的担当作为。

本报记者 陈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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