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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名单

经研究，决定对傅建林等 12 名同志予以
任前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现就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受理方式 在公示期限内，任何单位和个
人均可通过来信、来电、网络等形式，向省委组织
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内容具体详细，
并提供反映人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便查核反
馈。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举报，将不予受理。省委
组织部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2、公示时间 从 2024 年 12 月 30 日起到
2025年1月7日止。

3、联系方式
联系处室：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室

（举报中心）
联系地址：杭州市省府大楼三号楼，邮编：

310025
联系电话：0571-12380 （受理时间为上

午8:30—12:00，下午14:00—17:30）
联系短信：18905712380
联系网站：www.zj12380.gov.cn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2024年12月30日

浙江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傅建林，男，汉族，1969 年 10 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宁波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一级巡视员，拟提名为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傅贵荣，男，汉族，1970年3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余姚市委书记（保留副厅长
级）、一级巡视员，拟提名为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白洪楞，男，汉族，1973年7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一级
调研员，拟提名为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木力，男，汉族，1971 年 2 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设区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赵如浪，男，汉族，1970年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湖州市吴兴区委书记、一
级调研员，拟提名为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闾小锋，男，汉族，1969 年 7 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
长、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俞平，女，汉族，1976年10月生，大学，民革成员，现任绍兴市科协主席、民革市委会副主委，
拟提名为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王永明，男，汉族，1967 年 12 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绍兴市政府党组成员、秘
书长、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设区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金艳，女，汉族，1973 年 8 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磐安县委书记、二级巡视
员，拟提名为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蒋国强，男，汉族，1971年8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衢州市柯城区委书记、二
级巡视员，拟提名为设区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戴泾平，男，汉族，1977年3月生，在职大学，无党派，现任衢州市国资运营公司总经理、衢州
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拟提名为设区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周小蔚，女，汉族，1972年9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拟
提名为设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

12 月 30 日，全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
推进会暨缩小“三大差距”动员部署会在省人
民大会堂召开。每年召开“千万工程”现场会，
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定下的好传
统。今年的大会，提出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
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
示范，将城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安排，
把缩小“三大差距”放在融合发展全局一体部
署推进。

从凤桥镇三星村水蜜桃特色产业，到余新
镇跨域连片打造“渔里问道”和美乡村示范片
区⋯⋯大会前夕，与会代表前往嘉兴市南湖区
现场考察，感受“千万工程”带来的美丽嬗变。
嘉兴南湖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局长高峰说：

“‘千万工程’从一开始就坚持各村的资源禀赋
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同，各地必须走特色发展
之路，其蕴含的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久久为功
等理念、方法、机制，让我们受益匪浅。”

生动鲜活的基层实践，凝聚着人民的智慧
和力量。让与会代表精神振奋的是，大会明确
提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和做法，促进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动
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探索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
的现实路径，不仅要聚焦重点突破难点，更要
精准谋划对策举措。浙江将围绕富民统筹推
进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

强城，就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
型城镇化。“大会提出因地制宜加强县城建
设，做强中心镇，培育重点村，让我们有了‘用
武之地’。”磐安县尖山镇党委书记朱明说，尖
山镇地处金华、绍兴、台州交界地，是山区省
级中心镇，他们将把尖山建设成为服务农民
的区域中心，实施 30 个投资超亿元的现代化
美丽城镇项目，实施公共服务中心、文化服务
中心、卫生服务中心等增优提质工程，发挥出
县城与周边乡镇、重点村发展轴中的纽带
作用。

兴村，就是全域建设诗画浙江和美乡村、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下，安吉余村打破地域
界限，联动周边乡村成立大余村片区，解锁了
绿水青山更多可能。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
成说，创新片区组团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了乡
村能级，更催生了产业变革，吸引了2500余名
青年入乡发展，推动新经济、新业态、新青年

“三新汇聚”，未来会继续为全省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探索新路。
融合，就是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我

们正在深化‘跨山统筹富民安居’工程，推动
5000 名山区群众进城安居，力争县城集聚
80%以上的人口和产业。”景宁畲族自治县县
委书记翁志鸿表示，他们将持续抓好交通建
设，攻坚提速串联11个乡镇、覆盖全县78%人
口的 638 国道，深化“客货邮”一体化改革，运
营共富专线 17 条，力争日均带货量增长 20%
以上。

此外，会上还对《关于以“千万工程”牵引
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
先行示范的实施方案》进行了解读。一个个目
标任务、一项项务实举措，进一步统一了思想、
激发了干劲，让与会代表更清晰了未来工作的
着力点和突破口。

会场内，舟山市委书记何中伟在笔记本
上记录下诸多重点。“大会提到要注重‘小切
口、大民生’，舟山岛屿众多、人口分散、资源
共享性差、服务成本高，更应该加快基本公共
服务普惠均衡可及，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
域，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何中
伟说。

“这场大会发出了城乡融合、富民惠民的
信号，为农业科技工作提供了重大机遇、指明
了主攻方向。”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劳红武说，省
农科院将立足强农富民职责，紧紧围绕农业高
质量发展和乡村富民产业培育的科技需求，加
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科技成果供
给，助推农业经济向新型质态跃升。

“下一步，我们会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
对标对表大会部署的各项任务要求，全系统联
动、超常规发力，确保全量承接不漏项、落地落
细见成效。”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王通林表示，他们将建立健全力量集中、要素
集聚、政策集成的体制机制，确保各项工作任
务快速有效落实。

这场大会再次吹响了浙江在推进共同富
裕中先行示范的冲锋号。与会代表纷纷表示，
他们将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和做法，立足自身实际，突出重点，精准发力，
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推进，确保做一件成一
件，积小胜为大胜，努力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省域范例。

（本报记者 金梁 来逸晨）

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全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推进会暨缩小“三大差距”动员部署会侧记

全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推进会
暨缩小“三大差距”动员部署会，强调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和做法，以“千万
工程”为牵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

“三大差距”，吹响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先行示范的冲锋号。

缩小“三大差距”，要坚持以“千万工
程”为牵引。“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
浙江工作期间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
多年来迭代升级，“千万工程”给浙江农
村百姓带去了切实可感的万千幸福，也
生动诠释了共同富裕理想照进现实的科
学路径。“千万工程”还荣获联合国最高
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事实上，“千万
工程”不仅是一项具体工程，其中还蕴含
着科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缩小“三大
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和必
须攻克的堡垒。我们必须学深悟透“千
万工程”的经验方法，将其所蕴含的“因
地制宜”“精准施策”“聚焦小切口”“久久
为功”等理念、方法和机制，贯穿运用到
缩小“三大差距”的全过程各方面，使其
在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全面振兴中发挥纲举目张的关键作用，
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
距”，要做好“三篇文章”。共同富裕的重
点难点关键点在山区海岛县、在农村
农民。但解决重点难点，却必须跳出“城
乡脱节抓‘三农’”的狭隘思路，充分运用
好“千万工程”的“集成打法”，统筹做好
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要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积极构
建以县城、中心镇、重点村为支点的支撑
体系，加快推进县城和中心镇承载能力
提升，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要全
域建设诗画浙江和美乡村，深入推进科
技强农、机械强农，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打通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
有机融合通道；要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
发展，加强城乡规划布局、基础设施、资
源配置、产业发展一体融合，要素资源双
向有序流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均等。

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
距”，要坚持“五大原则”。要坚持创新共
同富裕体制机制，不搞“政策洼地”；坚持
以县域为重要单元，谋划推动城乡基础
设施建设、产业一体化发展和人才有序
流动；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好高骛
远、吊高胃口；坚持精准施策久久为功，
不急躁冒进、“毕其功于一役”；坚持创新
创业勤劳致富，不“养懒汉”。用好这些
从“千万工程”中提炼的工作原则，抓好
完善省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提升县城
和中心镇承载能力、培育特色产业和产
业平台等“8 项重点工作”，必能推动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让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坚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缩小“三大差距”，让改革成果
更好地惠及全省人民，把诗画浙江和美乡村的生动画卷
变成美好现实，努力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省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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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浙江，人们常会想到“均衡”二
字——

浙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各省（区）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86，省内发
展滞后的“山区 26 县”GDP 均破百亿
元⋯⋯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的光荣使
命。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浙江时明确要求“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
行示范”，强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
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

这意味着，浙江要在“均衡”上有更
高标准、注入更深内涵、付出更大努力。

在 12 月 21 日召开的浙江省委十五
届六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浙
江明确把缩小“三大差距”作为接下来
工作的主攻方向；12 月 30 日召开的全
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推进会暨缩
小“三大差距”动员部署会，明晰了路线
图、任务书：通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和做法，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
展，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先
行示范。

“千万工程”是牵引

浙江的乡村，可谓是“圈粉”无数，社
交平台上常有网友晒出：“被浙江农村惊
艳到了！”

“明星村”已耳熟能详：安吉余村从
“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义乌李祖村
从“水牛角村”到“国际创客村”；楠溪江
两岸的乡村里热热闹闹办起音乐节⋯⋯

更多名不见经传的小村，日子也很
滋润。神仙居山脚的路北村经过环境提
升后，整村玩起“剧本杀”，村史和传说成
了剧本，街巷和农房是布景，村民当上
NPC（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一年内体
验 游 客 超 2000 人 次 ，门 票 收 入 14 万
余元。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针对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

题，亲自谋划、部署、推动“千万工程”，万
千乡村的命运由此改变，成了我们现在
看到的“美丽乡村”。

20 余年来，点滴的故事里，我们可
以看到“千万工程”给浙江农村百姓带去
的切实可感的万千幸福，看到共同富裕
理想照进现实的科学路径。

可以说，如何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
观，什么是科学的方法论，“千万工程”妥
妥地“打了样”，为接下来浙江缩小“三大
差距”提供宝贵借鉴——

其一其一，，因地制宜因地制宜““下一盘大棋下一盘大棋”。”。
“千万工程”的主场在农村，但它不

是就农村论农村、就美丽抓美丽，而是统
筹了一盘大棋——新型工业化、新型城
镇化、乡村全面振兴。在推进过程中，坚
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规划先行、完善
机制，突出重点、统筹协调等做法尤其
珍贵。

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先行示范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与“千万
工程”一脉相承。不同地区发展阶段不
同、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中不能脱离地
方实际，因地制宜才能事半功倍。浙江
近年来为山区海岛县制定“一县一策”

“一县一业”，正是立足于“因地制宜、因
时制宜”。

其二其二，，放低身段放低身段，，步步为营步步为营。。
“千万工程”坚持精准施策，不搞“政

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老百姓常常
点赞“千万工程”不仅在改水改厕、村道
硬化等“看得见”的地方下功夫，也在治
理体系构建、乡风文明建设等“看不见”
的地方下力气。

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先行示范一定要放低身段，实事求是、步
步为营。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为例，不
是简单追求面上数据“好看”，而是在城
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的基础上精
准施策，实现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
民，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速快于全省农民，
山区县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全省农民，让
老百姓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

其三其三，，瞄准小切口瞄准小切口，，久久为功久久为功。。
“千万工程”成功的关键在于“20 年

坚持办好一件事”。这些年来，省委主要
领导亲自抓“千万工程”部署落实，每年
召开一次全省现场会，聚焦小切口、锲而
不舍、久久为功。

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先行示范也要聚焦民生痛点、增收难点、
发展堵点。比如正在实施的公共服务

“七优享”工程，都是围绕教育、医疗、养
老等老百姓最有感的“关键小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
裕》一文中指出，“办好这件事，等不得，
也急不得”。等不得，在于差距已然存
在，可能还会加剧，必须积极应对、加快
解决；急不得，在于必须按照经济社会发
展规律循序渐进，不能“一口吃成个胖
子”。

把“千万工程”的理念、路径、方法、
机制贯穿运用到缩小“三大差距”的全过
程各方面，浙江尤需耐心定力，“一定要
放低身段来干这件事”。

持续缩小“三大差距”

过去一个多月来，浙江省委、省政府
接连以创新浙江、开放浙江为主题召开
大会。

如果说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补短板、强弱项，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
省是扬优势、增动能，那么缩小“三大差
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则是为
了激潜能、惠民生，破解的是高质量发展
的深层次问题，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这几年来，浙江聚焦农业农村农民、
山区海岛县、居民增收等重点问题，取得
了一定成绩——

城市乡村城市乡村““各美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美与共”。”。
在浙江，如果你以村（居）委会为圆心，城
市步行 15 分钟、乡村骑行 15 分钟，在这
个半径里，能找到当地老百姓看病、养
老、上学等公共服务设施。

““共富活力共富活力””涌入山区涌入山区、、奔向海洋奔向海洋。。
前不久，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山区 26 县”减员了，已具备相应造血能
力的平阳、柯城、莲都被调出，新增洞头、
嵊泗两个海岛县，原“山区 26 县”变为新
山区海岛 25 县，实现有进有出、逐步
减少。

实现实现““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家家有收入”。”。
这些年，浙江各地通过“扩中”“提低”推
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比如台州今年专门为提高当地 130 多万
技术工人的待遇制定地方性法规，他们
有的以技术创新成果入股，有的拿到岗
位分红，还有的拿到了股权激励，从“打
工者”变成“合伙人”。

现在，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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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到 2025 年，浙江省推动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
显实质性进展”“到 2035 年，浙江省高质
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
裕”的目标，浙江正处在示范区建设的紧
要期。我们要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仍是浙江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

“成长的烦恼”中很重要的一条，具体体
现为山区海岛县步伐还不够快、中等收
入群体扩大的基础还不够稳、城乡共同
繁荣尚未完全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一体
化程度不高等。

这些既是当前发展的薄弱环节，也
是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增长点。以“千万
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需找准主攻
的阵地、明确主攻的准星——

根本的是城乡一体化根本的是城乡一体化。。习近平同志
在浙江工作期间深刻指出，“城乡一体化
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缩小“三大差距”
的关键，在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障
碍，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重中之重是农村农民重中之重是农村农民。。缩小“三大
差距”的重点难点关键点在山区海岛县、
在农村农民，山海协作工程、“一县一
策”、“共富工坊”等行之有效的举措要坚
持做下去，并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发展

动态，因势利导、迭代创新。
围绕人的美好生活来展开围绕人的美好生活来展开。。就业、

教育、医疗中的更深更细的问题，要以实
打实的举措、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期
盼，真正让山区海岛和农村地区群众在
家门口过上现代化的美好生活。

需要注意的是，缩小差距不是“一样
化”，更不是“均贫富”，我们要解决的是
差距过大的问题。不纠结差异性指标，
把精力放在找准方向和重点，才能让发
展成果更好惠及全省人民。

做好强城、兴村、融
合“三篇文章”

推进会上，浙江缩小“三大差距”扎
实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有明确的方向
和方法——紧紧围绕富民统筹做好“三
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强城强城，，寻找县城的流量寻找县城的流量
密码密码。。

县城，一头连着大城市,一头连着乡
村，是融合城乡发展要素的重要枢纽。
近两年，随着“县城文学”“县城美学”

“小城游”的兴起，县城成为流量密码，
释放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既适应农民日
益增长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又有利
于 辐 射 带 动 乡 村 发 展 和 农 业 农 村 现
代化。

做强县城要抓牢“牛鼻子”。近几年
冒出的德清地理信息、嵊泗贻贝、洞头海
上风电、常山胡柚等特色产业，已成为地
方实现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浙江要
继续聚焦县域主导产业做大做强，统筹
县域产业整体布局，完善产业配套服务
体系，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凝聚发展
合力。

做强县城还要激活“节点”。现在余
村、下姜村正在探索与周边的镇、乡、村
通过党建联建、跨区组团等方式组成片
区，成为“大余村”“大下姜”，为区域共同
富裕蹚出新路径。浙江接下来要构建

“县城—中心镇—重点村”的体系，推动
特大镇扩权改革，提升小城镇建设水平，

探索强镇带弱镇、多镇联合等组团发展，
因 地 制 宜 创 新 乡 村 发 展 模 式 和 运 营
机制。

第二篇文章第二篇文章：：兴村兴村，，擦亮诗画浙江和擦亮诗画浙江和
美乡村这张金名片美乡村这张金名片。。

缩小“三大差距”，最艰巨最繁重的
任务仍然在农村。这些年，土特产村、民
宿村、露营村、艺术村、生态工业村、文旅
休闲村、历史文化村、民族村等通过社交
网络“圈粉”无数，关键就是找准了乡村
发展的赛道。推进乡村全面兴旺繁荣，
浙江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引导每个
村都能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产业发展之
路并逐步培育发展。

比如，嘉善缪家村利用当地接轨上
海“桥头堡”的区位优势，打造出巧克力
小镇、空中廊桥等网红景点，“诗和远
方”氛围感很浓，每逢节假日，从长三角
各大城市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像缪家
村这样位于城乡交融地带的“近郊村”，
就可以积极承接城市的消费、旅游、休
闲等功能，发展“城郊乡村+双创办公”、
露营休闲、研学旅游、体育健康等多种
业态。

第三篇文章第三篇文章：：融合融合，，推倒城乡之间无推倒城乡之间无
形的形的““墙墙”。”。

城乡融合，不是简单的“农村向城
市靠拢”，而是要推倒城与乡之间无形
的“墙”。接下来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人地钱技”
等要素资源充分流动，搭好产业发展、
要素交换大平台，充分激活农村内生发
展动力。

比如，聚焦城乡间人的双向流动，要
完善“城人下乡”和“农民进城”的制度安
排，让能进城愿进城的，更快更好融入城
市，让懂经营、懂管理的人在乡村干事有
平台、价值有回报。

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是浙江的重
大使命。面向全省，推动“三大差距”显
著缩小、更趋合理，着力提升群众的感受
认同度；面向全国，探索形成一批标志性
制度成果，着力增强可复制推广度，浙江
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共同富裕。

缩小“三大差距”，浙江这样干
富春江

缩小“三大差距”，浙江这样干
富春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