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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三大战役”统筹区域协调 紧盯重点领域

金华：共绘八婺美好图景
沈 超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在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场伟大实践中，地处浙江中部的金华，有着特殊的使命——如何争当内陆开放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如

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何加快大都市区建设？金华的探索突破，十分关键。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起步之年，金华拓荒开路、整体起势，加快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婺城区整合农村水电站资产，助力低收入农户增

收；金东区“飞地”抱团，壮大集体经济；兰溪市游埠镇解码早茶文化，开拓致富新路径；东阳市政企合力、产城融合，横店努力建设共同富裕示范乡

镇；义乌活化宅基地产权，把“沉睡资产”变为发展杠杆；永康市构建“五聚”体系，赋能农村电商；浦江县深化“家风指数”评价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

能；武义县坚持发展“超市经济”，壮大万人商帮百亿产业，带动山民致富增收；磐安组建十大党建联盟，推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一批先行先试的探索实践，让一幅八婺齐心奔共富的美好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本版图片由金华市委宣传部提供）

打好“三大战役”
扛旗争先崛起浙中

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要看发展。
金华市第八次党代会锚定“扛旗争先、崛

起浙中”总目标，作出“加快五个崛起、实施五
大战略、争当八个示范”战略部署。

对金华而言，如何打好招大引强助推制造
业破茧蝶变、低效工业用地整治推进产业转
型、城市更新提升都市区能级这“三大战役”，
是开展大都市区建设、推进先进制造业崛起、
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答题。

一系列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的变化正
在发生。

大项目好项目，对推进共同富裕有着极强
的牵引拉动作用。今年，金华市委将招大引强
工作月度汇报会固化为一项制度，每月初召集
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
人，汇报各地 1 个月来 10 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
的招引情况。

这场每月必开的会议，在各县（市、区）之
间营造了比拼氛围，强化了市级统筹力度，协
调解决了一批难题。

例如，兰溪的一个制造业项目，需要产业基
金配套。金华市经信局、投资促进中心组织项目
联审联评，市金投集团迅速完成项目尽调。4
月，兰溪市和浙商创投成功组建20亿元规模的
兰溪新兴产业招商基金，为项目落地提供了保
障；武义的一个项目，投资大、用地需求也大，但
暂时无法解决用地指标问题，根据新出台的《重
大制造业项目统筹用地指标使用办法》，在市级
统筹之下，项目落地的瓶颈得以破解。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起势成势，是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夯实共同富裕基础的题中应
有之义。金华通过开展低效用地专项整治，腾
挪发展空间，提升工业用地利用效能，倒逼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先进制造业破茧蝶变。

婺城谋划临江工业园区8平方公里集中连
片整治，划定5个网格，同步作战；东阳吴宁荷塘
片区陈塘、金钩塘、一都许等村（小区）已经完成
房屋征收协议签约，白云片区陶村大部分征收房
屋拆除工作已经完成；武义谋划2022年至2024
年三年共6500亩集中连片整治片区，其中冠威、
浦峻小微企业园通过“低改高”，厂房建筑面积均

提高一倍⋯⋯
以低效工业用

地整治优化资源
配置、拓展发展

空 间 的 效 果
已 经 开 始

显现。一
季度，金华

完成出让工
业 用 地 4157

亩，规模位列全
省第一，同比增长

62%；供应的工业用
地 中 ，通 过 收 回 、收

购、收储等盘活存量建设用
地的占比达 63%，比 2021 年

的占比55%高8个百分点。
城市有机更新是城市品质提升、功能再造

的系统工程,也是消除安全隐患、治理城市顽
疾的民生工程。3 月 30 日，金华市委常委会在
永康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永康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和城市更新工作。永康随即打响产业
转型升级、城市更新攻坚战。

走进位于永康江畔的许码头城改项目施
工现场，原本杂乱无章的城中村已不复存在。
该项目启动以来，永康创新推出“一线设立指
挥部，一把手带头攻坚，一线考察管理干部，一
把尺子量到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五个
一”工作法，仅用10天就100%完成片区内462
户改造户签约。

统筹协调发展
“十百千万”结对行动

以更平衡、更充分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
同富裕，是金华探索的重点。

5 月 19 日，金华启动实施八婺同心·共建
共富“十百千万”结对行动，通过十县、百镇、千
村、万名乡贤的结对，凝聚八婺同心、共建共富
磅礴力量，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打造一批群众真实可感、
具有金华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眼下，“万名乡贤助共富”行动已经启动。
在金东区，源东乡贤协会带动山区乡 4000 多
亩桃林提升品质、促进销售；澧浦乡贤协会推
行“苗木大户帮带低收入农户”“花木市场联动
苗木基地”共富模式，累计帮带320余户村民增
收1280余万元。

截至目前，金华市乡级新乡贤联谊组织
有 143 个，覆盖 93.8%的乡镇(街道)，保持常
态联系的新乡贤逾万名。通过引导新乡贤投
资现代种植业、乡村休闲旅游业等现代乡村
产业，2021 年，金华全市完成农业农村重大
项目 84 个，其中新开工项目 65 个，总投资
51.4 亿元。

“万名乡贤助共富”行动，计划到 2025 年，
累计落地投资额 1000 万元以上新乡贤助力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项目 40 个以上，引导 2 万名
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

八婺同心，共建共富。一场场结对帮扶活
动正在浙中大地迅速起势——

“十县区域联动”行动，聚焦缩小地区差
距，围绕大都市区共建，强化东阳—磐安、义
乌—磐安、永康—武义等结对协作，全市每年
实施山海协作产业合作项目 30 个以上，完成
投资 40 亿元以上；推进武义—永康、磐安—金
义新区“产业飞地”建设；鼓励各县（市、区）开
展区域共建，全市每年推进跨区域社会事业
合作项目 30 个以上；支持金兰、金义、金浦、义
浦设立特色优势产业合作区。

“百镇共建强基”行动，聚焦缩小城乡差
距，强化市级统筹，综合考虑人口规模、资源禀
赋、发展水平等因素，组织 100 个左右乡镇（街
道）成立共建联盟，打造党建统领的先富带后
富示范样本。

“千团联千村”行动，聚焦强村富民，组建
由机关事业单位（含国企）、企业（协会、商会）、
村“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法律顾问、金融顾
问等组成的千个“助村帮帮团”，常态化开展

“六送六助”活动（送思路、送政策、送资源、送
岗位、送技术、送文化），推动提升结对村造血
能力。

紧盯重点领域
公共服务可感可享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为了
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是看得
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

金华以教育、医保、就业、养老等重点领域
为主攻方向，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打造共
同富裕样本。

“双减”是社会热门话题。作为全省“双减”
试点城市，金华先行先试、连出实招：开发线上教
育培训监管应用平台“金信培”，为学生及家长减
少经济损失；搭建“双减通”应用场景，实现闭环
管控，助力金华市民减少校外培训经济负担。据
统计，2021年，金华市家庭学科类校外培训总支
出从9.04亿元下降到0.83亿元。

近年来，金华市以公平、适度、精准为目标，
完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制
度。创新“分档统筹法”全民基本医保制度。
2019年起，基本医保不再区分城镇职工和农村
居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员，实现全域就医待遇

“无差别”、就医服务“无异地”。首推“选缴保费
法”大病保险，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通
过自主选缴份数、拓宽保障范围、探索政保合作，
提高筹资水平、提升报销待遇，有效化解运行风
险。该制度实施后，金华参保人大病综合报销平
均水平提高到80%，困难人员达到90%以上，已
累计为41.5万名患者减轻负担48.5亿元。该案
例成功入选“浙江省改革创新优秀实践案例”。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共享始终是鲜亮
底色。坚持“一个都不能少”，聚焦民生所盼，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数字化、社会化，金华不
断增加老百姓的“心头好”。

金华开通就业帮扶“直通车”，畅通困难人
员“就业路”；推进“党建+安薪”项目部建设，监
督发放工资金额 27 亿元，保障农民工“劳有所
得”；保障职业安全管理，快递、外卖小哥等新
业态从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和工伤补充保险
政策覆盖范围；建立“医共体医养”模式，走新
型养老服务之路；惠农政策送入农村农户，让
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行，全过程可查可溯，民
主监督不再难；推行社保待遇资格“智慧认
证”，告别“自证”时代，守好市民“养老钱”⋯⋯

一系列惠民、便民、利民举措，涵盖市民全
生命周期，覆盖各类社会群体，有力提升了金
华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金华三江六岸金华三江六岸

金华加快制造业崛起，推进高质量发展。

兰溪游埠解码早茶兰溪游埠解码早茶
文化文化，，探索致富新路径探索致富新路径。。

磐安县尖山镇乌石村因地制宜
差异发展，农家乐成为富民产业。

（磐安县尖山镇政府供图）

磐安县尖山镇乌石村因地制宜
差异发展，农家乐成为富民产业。

（磐安县尖山镇政府供图）

金华医保助办员指导帮助群众用手机办理医保业务
李建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