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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魏江

社会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的重要助力，要通过夯实基础设
施建设、建立社会创新体系、完善赋能机
制来打造。

夯实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打造一批
高水平的社会创新创业研究机构和产业服
务综合体，支持和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和各
地政府建立社会创新创业研究机构，鼓励
大型企业参与产业服务综合体等基础设施
建设。二是打造以社会创新创业为核心的
产业集群，有针对性地固链强链补链延链，
畅通集群协作网络，鼓励功能型服务机构
集聚化发展。三是畅通山区交通网、加快
山区数字化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建立社会创新体系。一是集聚企业
主导的新型研发机构和高校科研机构等
力量，打破创新要素集聚和裂变的体制机
制障碍，为社会创新创业生态提供创新能
力供给。二是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鼓励
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以社会创新创业为
导向的技术转移转化机构。三是积极设
立以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为导向的重大科
技专项，引导更多创新主体参与。四是把

“企业是创新主体”的理念落到实处，加大
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

完善赋能机制。一是健全社会创新
创业孵化机制，鼓励各类孵化平台建设，
拓宽社会创新创业的投融资渠道，加大对
社会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二是通过产
业引入、资金投入、技术输入等方式，利用
科技创新、数字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加速
农业、服务业等山区特色产业数字化转
型。三是为重点群体提供精准的创新创
业培训，培养农村创新创业所需的技能型
和应用型人才；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产业
人才认定系统，构建富有竞争力的人才薪
酬体系。四是发挥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型
企业的力量，强化其对创业群体的赋能作
用。五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
的作用，打造社会创新创业赛事体系，倡
导社会创新创业观念，形成全员参与共同
富裕建设的氛围。

【作者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创新创业助共富

扫一扫，看视频

2021 年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又
一次站在新起点上，承担起为全国实现
共同富裕先行探路的历史使命。

富裕、均衡，是浙江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关键优势。2022年，浙江城镇
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连续第 22 年
和第 38 年荣膺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
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90。

骐骥千里，非一日之功。浙江的优
势离不开“八八战略”的擘画和实施。统
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统筹区域
发展，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统筹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久久为功，乘势而上。如今，浙江
正沿着“八八战略”擘画的蓝图，将一个
个“小目标”变成眼前的发展实景。

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远山葱茏，流水潺潺⋯⋯一条玉带
般的河流穿行而过，环抱起坐落在嘉兴
海盐通元镇东南部的村庄——雪水港
村。沿河而行，一幅现代农村的美丽画
卷映入眼帘。

然而，这里曾经却是另一番景象，
村民们一度依赖于传统粗放的开矿卖
石谋生。经济效益虽然上去了，村里的
环境却越来越差。“当时的雪水港河变
成了‘黑水河’，放眼望去，都是轰隆隆
的矿厂。”雪水港村党总支副书记潜利
民回忆道。

改 变 源 于 17 年 前 的 一 次 调 研 。
2006年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来到雪水港村察看村庄整治建设
情况，他说，建设新农村应该成为全党
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

这一殷殷嘱托促使雪水港村发生蝶
变：关停矿厂、治理污水、农房搬迁⋯⋯
2006年，雪水港村创成了浙江省全面小
康建设示范村。腾退掉高污染、高能耗
的企业之后，如何让村民不断增收，成
为摆在雪水港村面前的新挑战。

雪水港村的融禾现代农业产业园

里，回乡创业的新农人舒华伦正在忙碌
着。他一边实时关注着大棚里的气温、
湿度，一边检查着瓜果蔬菜的生长状
态。据舒华伦介绍，在雪水港村，300多
名村民在村里的北山北农场、融禾农业
等处上班。

潜利民告诉记者，为了让村里宜居
宜业宜游，雪水港村通过农园致富、品牌
致富和产业致富的“富民三招”，打造“共
富工坊”，让村民成为共建共享的主体。

村民的口袋越来越鼓。2006年，雪
水港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为 66 万元，
2022 年上涨到 396.76 万元；人均 GDP
由8520元上涨到46413元。

雪水港村的致富实践是浙江城乡
协调发展的缩影。共同富裕既要有城
市的现代化，也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从 2003 年起，浙江持续深化“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走出了一条以城带
乡、城乡融合的一体化发展道路，在发
展均衡性、协调性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山海呼应填平发展沟壑

区域协调发展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的前提。在浙江，“山”“海”之间曾横亘
着一条区域协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沟
壑，这是“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独特省情

决定的。然而，浙江要推动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就要辩证地认识这份特殊。

“八八战略”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
角：“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
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
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20 余年来，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
略”指引的路子，持续推进“山海协作”
工程，力争填平“山”“海”之间的沟壑。

主动奔向“海”的怀抱，共建山海协
作园，这是丽水市松阳县借力发展的“先
手棋”。2013年，“松阳—余姚山海协作
产业园”正式开建，目前已经引入各类企
业65家，工业总产值达到46.77亿元。

浙江以诺电气有限公司就是其中
之一。作为温州乐清的一家本土企
业，以诺电气“跋山涉水”选择松阳，既
是受到当地政府政策的吸引，也被挂
职干部的诚意所打动。“他们连着 5 次
去乐清，当面和我们谈服务、谈政策，
诚意满满。”以诺电气副总经理贾国
强说。

山海呼应，协作的力量才能更好地
转化为发展的力量。在松阳县发展和
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许明标看来，山
海协作不仅要引进好项目，更要利用好
本地独特的民宿旅游资源，和协作地区

展开双向合作。
2018年，在挂职干部谢雅贞的积极

推动下，乡伴树蛙部落项目落地余姚市
鹿亭乡中村村，在既没有破坏生态环境
也没有占用耕地的前提下，使废弃的老
茶厂摇身一变成为休闲俱乐部，让原本
沉寂的古村落焕发出新活力，打响了鹿
亭民宿的知名度，当年平均入住率达95%
以上。“立足‘山’的资源禀赋，我们将进一
步发挥在民宿产业、康养产业等方面的
优势，强化优势互补。”许明标说。

20 年来，松阳先后与宁波余姚市、
嘉兴经开区、湖州安吉县、湖州南浔区
结对，累计开展社会事业等合作项目超
500个，到位各类援建资金超亿元。

从输血到造血，松阳打开了山门、
城门，实现了借梯登高、借势发力。2022
年，松阳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42.98亿元，
比上年增长7.3%，增速位居全省第二。

精神富有看得见摸得着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要处理好“富口袋”和“富脑袋”的

关系，既要家家“仓廪实衣食足”，也要
人人“知礼节明荣辱”。

“五一”小长假，德清县禹越镇居民
高世婷带着女儿在家门口的“悦读悦
享·禹悦书房”泡了 5 天。就在一年前，
禹越镇的居民要想看书，还得去县城或
者是邻近的杭州市临平区借。“那时候
是真的不方便。”高世婷说，现在家门口
有了这家“共享书房”，就可以通借通还
县图书馆馆藏图书和新华书店的书籍。

打造悦读悦享书房，是德清在全省
的一次首创。“要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享
受到高品质的文化服务、高规格的艺术
盛宴。”德清县精神富有专班负责人曹
利月说，目前，德清已经建成悦读悦享
书房 60 家。除此之外，德清正在探索

“文化管家”下沉乡镇（街道）文化站、村
（社区）文化礼堂驻点。

如何量化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推
进精神富有绕不过去的问题。在曹利
月看来，打造高质量文化服务体系只是
第一步，老百姓的精神修养是否真正得
到 了 提 高 ，还 需 要 一 把“ 标 尺 ”加 以
衡量。

从 2021 年开始，德清开始谋划推
动精神富有评价标准化，制定发布了
全国首个《县域精神富有评价指南》，
从“理想信念、道德品行、文化生活、社
会风尚”四个维度，设置一级指标 14
个、二级指标 33 个。在此基础上，德
清 配 套 构 建《县 域 精 神 富 有 测 评 体
系》，全面反映精神富有指标实现程
度，形成促进精神富有的正向牵引力
和反向倒逼力。

把虚功做实，德清实践是浙江探索
精神富有的缩影。如
今，浙江正在加快推进
新 时 代 文 化 工 程 ，未
来，在共同富裕的美好
蓝图中，人们的精神世
界也必然生机盎然。

统筹发展：浙江共同富裕的密码
本报记者 章 忻 王雨红 邬 敏 孟 琳

学习之路——“八八战略”与新思想溯源

在我们深入回顾总结实施“八八战
略”20 周年之际，浙江正在深入推进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践行“八八战略”与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具有紧密的渊源与
联系。“八八战略”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念与实践路径，

“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年取得的巨大成
就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奠定了坚实的
发展基础，“八八战略”也为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提供了宝贵经验并指明了前进
方向。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需要进
行的工作是大量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
面，就是要率先基本建立推动共同富裕
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再造体制机制
新优势，努力成为共同富裕改革探索的
省域范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意见》在坚持的工作原则中明确提出：

“坚持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推
动有利于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不断取得
新突破，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调
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率先在
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实现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意见》在战
略定位中提出，浙江要成为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试验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着重保护劳动所得，
完善要素参与分配政策制度，在不断提
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缩小收入
分配差距，率先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上
取得积极进展”。这些都提出了体制与
机制问题。而“八八战略”是把“进一步
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摆在首要位
置的，因此，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与忠实
践行“八八战略”在改革思路与重点上是
完全契合的。

浙江的省域品牌是“诗画江南、活力
浙江”。体制机制比较灵活一直是浙江
最重要的特点与亮点，浙江最大的发展
优势就是体制机制优势。习近平同志在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八八战略”就把体
制机制放在第一条，提出要进一步发挥
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
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开放40多年来，浙江一直坚持以改革推
进发展。2022 年，全省生产总值 77715
亿元，一个国土面积仅占全国 1.1%的

省，创造了占全国6.42%的GDP，靠的就
是体制机制的优势。2022年，浙江在册
市场主体为943万户，按2021年末全省
常住人口计，每 7 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个
创业者。浙江的确有人人尽展其才、梦
想成真的机会。2021年，全省民营经济
创造增加值近 5 万亿元，占 GDP 的 67%
左右，我省税收收入的 73.4%来自民营
经 济 ，民 营 经 济 就 业 人 员 占 比 为
87.5%。这些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浙江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

浙江过去的发展靠的是体制机制
优势，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任务面
前，更需要与时俱进打造浙江体制机制
新优势。

第一，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八
八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仍然要把“进
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摆在首
要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体制机制的
改革上一直走在前列。1999年，浙江在
绍兴上虞建起了全国第一家行政审批中
心。2004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
间，在全省推进机关效能建设，提出“四
条禁令”，并开展了第三轮全省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2014 年 7 月，在全国率先部

署责任清单，形成“四张清单一张网”。
2016 年 12 月，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首次
提出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2021年2
月，省委召开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全面
部署浙江数字化改革工作，以数字化改
革引领撬动各领域改革，加快推进省域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2年3
月，《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施行。“最多
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取得重
大突破，浙江成为审批事项最少、管理效
率最高、服务质量最优的省份之一。56
件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事项实现“一
件事”全流程办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职
业生涯全周期管理“一件事”改革全面完
成。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深化“证照分
离”改革，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
日，实现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最多
80 天”，国际贸易进出口业务全部实行

“单一窗口”办理。“八八战略”实施20周
年的实践与成就充分说明了发挥体制机
制优势、把体制机制的改革摆在第一位
是无比正确的。在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中，要全面传承这方面的经验与做
法，强有力地推进浙江体制机制的改革，
与时俱进地完善浙江的体制机制，与时
俱进地完善浙江的发展环境。

第二，体制机制改革要坚持“自上而
下”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基层探索相
结合。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强总理在答
记者问时说到，“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
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
这也是浙江改革的基本经验之一。浙
江很多的改革都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
创造精神。因此，改革的“顶层设计”绝
对不是“办公室设计”，要深入实际调查
研究，坚持走群众路线，掌握省情、实
情、民情，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
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指出，当
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
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
求、新的战略环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
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
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
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
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我们要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面深入地开展各
种形式的调查研究，特别要把握住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老百姓关注的热

点与难点、基层最集中的呼声与要求，
进一步解决好这些问题，推进浙江实现
新的发展。“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在
浙江经过大量深入调研后提出的，我们
在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在进一
步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优势
中，仍然要坚持这种“自上而下”顶层设
计与“自下而上”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方
式，继续发挥基层和群众的创造精神，
让人民群众的智慧充分释放。

第三，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和关键，
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两者的关系。

浙江在实施“八八战略”进程中，在
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中，都是围绕政府
与市场展开的，也就是努力实现有为政
府与有效市场的紧密结合。2006 年 1
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时指出：“市场化
这个概念，关键的是‘两只手’，一是政府
这只‘有形的手’，一是市场这只‘无形的
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离
不开这‘两只手’，即处理好‘两只手’之
间的关系。”我们在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过程中，要继续传承好这个经验，努
力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一定
要加强宏观调控与战略谋划，办好自己

应该办的事，而把可以让市场解决的问
题，不折不扣地放到市场中去，充分调动
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让
各种资源充分涌流，让各种活力竞相迸
发，真正体现“活力浙江”的无穷魅力。

第四，坚持“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和“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前进
中的矛盾问题”。

20 年来，浙江在实施“八八战略”，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中，总是坚持问题导
向，把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作为改革的突
破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握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
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
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
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
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
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浙
江在实施“八八战略”的实践中形成的一
个基本经验就是：机遇从来都是打扮成
问题来到你的面前。没有问题就没有机
遇，问题越多就是机遇越多。那么问题
是从哪里来的呢？问题是从标准中来
的，我们要“抬高标准找问题”。标准不
高看起来全是成绩，标准高了问题就出
来了。所以，我们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过程中，也一定要坚持问题导向，努
力抬高浙江发展的标准与要求，特别是
要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中，寻找我们工作的差距与短板，发现问
题与不足，从而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这
样就能开创新的工作局面。

第五，坚持把改革与规范紧密结合
起来，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在实施“八八战略”创造浙江体制机
制优势的过程中，浙江一直把改革与规
范紧密地联系起来。习近平同志特别强
调，要“避免先改革后规范、先发展后整
治的被动局面。要通过法律法规等形
式，及时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规范起来，
在率先规范中再创体制新优势”。在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形成浙江体制机制
新优势，也一定要把改革与规范紧密地
结合起来，既注重改革，又要抓紧把各种
成功的经验与成熟的方法固定下来，上
升为规章制度，通过“改革—规范—再改
革—再规范”的方式，不断地推进体制机
制的建设，打造最优的体制机制与最有
效率的发展环境，实现“两个先行”的奋
斗目标。

【作者为浙江省政府参事】

打造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新优势
胡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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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最低地区增幅情况一览

来源：各设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浙报制图：戚建卫）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来源：浙江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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