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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7
月26日，浙江省把湖州市列为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首批试点之一，赋予其“缩小
城乡差距”的试点任务。

“湖州打造‘无差别城乡’
是一项全新的探索。”湖州市农
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杨中
校说，“湖州将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以绿色为底色，突出改革创
新，聚焦绿色发展，完善功能布
局，优化公共服务，注重双向提
升，聚力打造十项标志性成果，
确保到2023年取得标志性成
果，到2025年取得重大实质性
进展，到2035年基本建成更高
水平的‘无差别城乡’。”

打造“无差别城乡”，湖州
的优势在哪？杨中校表示，湖
州是首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绿色发展、城乡均衡是该
市的鲜明特质和显著优势。

那么，湖州打造“无差别城
乡”的现实意义有哪些？对于
其他城市而言，又有哪些可借
鉴的经验？

整体统筹规划整体统筹规划
构建城乡关系新形态构建城乡关系新形态

何为“无差别城乡”？湖州
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
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
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
良好条件。

7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年）》发布，浙江
提出要率先基本建立推动共同
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
努力成为共同富裕改革探索的
省域范例。8月19日，湖州召
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了《湖州市共同富裕试
点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缩小城乡差距领域）》。

中国城市报记者获悉，湖
州要打造的“无差别城乡”，是
指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重要理念指引下，突出数字化
改革牵引，把城市和乡村作为
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谋划，以“人
的‘三感’（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无差别”为核心，以共同
富裕绿色样本为愿景，以居民
收入均衡化、宜居环境高品质
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素配置
高效化、数智进程同步化为主
攻方向，聚焦绿色共富，加速城
乡融合，率先基本呈现共建共
享、充满活力、“差别”消亡、普
遍富裕的城乡关系新形态。

对此，有专家作出进一步
解释：“无差别城乡”是人的全
面发展得到充分尊重的新形
态；是城市和乡村实现高水平

均衡的新形态；是绿色驱动、改
革牵引形成的新形态；是与共
同富裕示范先行目标同步实现
的新形态。

值得关注的是，湖州“无差
别城乡”或将呈现三个特征。
上述专家分析称，湖州“无差别
城乡”是制度供给的均等化，不
是功能形态的同质化，其更加注
重打破城乡二元壁垒，消除政策
性、体制性原因造成的城乡发展
不平等、不均衡问题。同时，湖
州“无差别城乡”是发展机会的
平等化，不是发展结果的一样
化；是品质生活的共享化，不是
生活方式的平移化。“应着力打
造低成本创业之城、高品质生活
之城，实现更高质量的城乡共
享，推动城市文明向乡村辐射，
不能把钢筋水泥搬到农村，更不
能望不到山、见不到水、记不住
乡愁。”该专家表示。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下一步，湖州市将以共同富裕
美好社会绿色样本为统领，紧
紧围绕“三富三优”（经济富裕、
收入富足、精神富有、服务优
质、全域优美、制度优越）目标
要求和“一年有突破、两年上台
阶、三年大变样”的工作要求，
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在高质量
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率
先打造湖州“无差别城乡”。

消除城乡用电消除城乡用电““最后的差距最后的差距””

打造“无差别城乡”，需注
入强劲数字动能并重视城乡电
网建设的均衡问题。

近日，湖州市数字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湖
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数字化
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王纲强调，
当前，数字化改革已进入到打
造最佳应用、比拼“三大成果”
的新阶段。

王纲谈道，要进一步深化
对数字化改革思路、方法、目
标、任务、机制的认识、理解和
把握，坚持生成性学习，保持奋
进者姿态，激发创造性张力，体
系化、规范化推进数字化改革，

努力打造更多具有湖州辨识
度、湖州影响力、湖州创造力且
可复制、可推广的“硬核”成果。

为消除城乡用电“最后的
差距”，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示范
先行，国网湖州供电公司主动
破解城乡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

“两个核心差异”。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其过程聚焦电网同质，加快实
现城乡用电水平一体化；聚焦
成本同价，全域推广“省心电、
省钱电、绿色电”服务模式；聚
焦抢修同时，全力实现城乡抢
修现场“45分钟到达”，全域构
建“同质、同价、同时”城乡无差
别用电新形态，从而促进城乡
电网建设均衡发展，城乡供电
服务同速响应。

截至目前，湖州乡村供电
可靠率达99.9697%，乡村综合
电压合格率达99.84%，户均配
变容量5.5千伏安，年户均停电
时间2.65个小时，相当于长沙、
合肥等国内二线省会城市的全
域平均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9月16日，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发布《“获得
电力”无差别城乡先行市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
划》，标志着湖州市全面启动

“获得电力”无差别城乡先行市
建设，努力为支撑浙江省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
献样板。

《计划》提出，到2023年，
湖州力争实现乡村户均配变容
量提升至6千伏安，90%行政
村抢修到达时限缩短至45分
钟以内，乡村用户年均停电时
间小于2小时，供电可靠率达
99.9772% 、电 压 合 格 率 达
99.845%，电能在城乡终端能
源消费占比40%以上，乡村非
居民用户全过程办电时间压减
至10天。

“这意味着湖州乡村用电
容量、抢修到达时间、用户年均
停电时间均达到城市标准，城
乡供电可靠率、电压合格率差
距极大缩小，乡村居民用电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

升。”国网湖州供电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

城市文化可打卡城市文化可打卡
乡村文化可体验乡村文化可体验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湖
州是一座精致的江南古城，这
里不仅有避暑胜地莫干山、“两
山”论诞生地余村，还有南浔古
镇等历史人文景观，别具风情。

为活用特色文化，打造“无
差别城乡”，湖州坚持“文化先
行、产业引领、示范先行”，以

“东亚文化之都”“国家文化和
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创建等为
抓手，持续推动文旅高质量发
展，力求把湖州建设成一座有

温度、有品质的城市。
据了解，湖州充分发挥“丝

瓷笔茶”等特色文化资源和产
品的作用，实施基于生活的真
实性保护利用，把文化遗产融
入城乡居民生活，让城乡“处处
有历史、步步有文化”。

不仅如此，湖州还依托“一
湾、两带”（南太湖文旅融合大
湾区及大运河诗路文化带、浙
北诗画之路带）发展，推进“考
古遗址公园群”“大运河古镇集
群”等示范点建设，打造具有湖
州特色、浙江气魄、中国魅力的
文化标识，让城市文化可打卡、
乡村文化可体验。同时，该市
按照“全民参与、全民共建”的
原则，引导企业和个人等社会
力量常态化参与文化建设，在
共建共享中享受文化滋养、浸
润美好心灵。

此外，湖州将推进旅游富
民工程，坚持“项目为王”理
念，探索“点状供地、坡地村镇”
等改革举措，持续引进、培育、
打造、运营一批具有湖州风情
的标志性项目，形成全天候、全
时段、全过程的文旅业态，提升
城乡发展能级；以“国字号”

“省字头”试点改革为动力，扎
实推进城乡“文化和旅游公共
服务融合、广播电视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化、促进文化和旅游
消费、乡村博物馆建设”四大
国家试点项目，以及文旅产业
投融资平台建设等省级试点
工作。(图片由湖州市委宣传
部提供)

浙江省湖州市浙江省湖州市：：

探索共富路探索共富路，，率先打造率先打造““无差别城乡无差别城乡””

本报讯（记者叶中华）近
日，在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
马集镇商业综合体建设施工
现场，伴随着“隆隆”的机器
作业声，施工人员正紧张有序
地进行挖槽、打桩……展现出
一派繁忙景象。

“工程能够迅速推进，得
益于镇政府项目推进专班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一天内用地规
划许可证、不动产证、工程规划
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四证连发，
整个项目的工期比预计提前
了两个多月。”德州相祺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斌说。

德州相祺商业综合体项
目总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
集购物、休闲、娱乐等功能于
一体，总投资3500万元。作
为2021年重点招商项目，马
集镇不断加大对接帮扶力度，
第一时间将项目纳入齐河县
第一批“拿地即开工”办理名
单，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后施
工队同步进场，实现了从拿
地到开工“零时差”。自7月底
施工以来，项目进展顺利，一

个多月的时间已完成总工程
量的20%。

今年以来，马集镇坚持把
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服务
作为推动镇域经济发展的“一
号工程”来抓，树牢服务理念、
打造最优环境，全力推进招商
引资。在落地项目推进过程
中，该镇实行“一个项目、一名
领导、一套专班”的“三个一”
服务机制，每个项目都配套了
一名班子成员挂钩包保、一个
专班重点盯靠，不断加强与县
自然资源、住建、行政审批等
职能部门的沟通对接，及时解
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助力项目早建设、早投产、
早收益。

“下一步，马集镇将继续
从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服务机
制等方面发力，真心实意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持
续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高效的服务，确保企业能
够轻装前行、加速奔跑，为全
镇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马集镇党委书记邢涛表示。

山东省德州市马集镇：
完善服务机制 优化营商环境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