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亲
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
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培育发展现代化都
市圈、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等重大战略。

以重大战略为引领，各区
域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一个个增长极、一
块块创新地、一处处示范区，为
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坚实支撑，促进了区域协调发
展格局加快形成。

城市群是拉动区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作为资源要素集聚地和创
新活动主要承载区，城市群是
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构建新发展格局主力军中
的排头兵、带动全国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实
施。10年来，“19+2”城市群主
体形态更加定型，“两横三纵”
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目
前，19 个城市群集聚了全国
70%以上的人口和80%以上的
经济总量，已经成为参与国际
竞争合作、支撑经济增长的重
要平台。

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城市群高端要素持续集
聚，发展为提升我国全球资源
配置力的主要载体；成渝、长江
中游城市群逐渐成长为中西部
地区重要增长极；山东半岛、粤
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
部湾城市群承载和集聚能力不
断增强；哈长、辽中南、山西中
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
—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
市群还需培育发展。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宣布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其
中，“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
的开路先锋”是新时代赋予长
三角的重要使命之一。

对于长三角而言，G60科
创走廊是一块“试验田”，很多
创新项目在这里试验成功。作
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策源
地，上海松江成为科创驱动“中
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鲜
活样本。

早在2007年8月23日，习
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考察

松江时提出，要大力发展先进
制造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推动与长三角周边城市的
分工合作，不断提升产业能级
和水平。这席话成为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谋划建设的指路
明灯。

如今，松江已从1.0时代的
“一廊九区”、2.0 时代的沪嘉
杭，发展为3.0时代的“一廊一
核多城”；2021年高新技术企
业达2306家，是“十二五”末的
4.9倍；制造业税收替代房地产
占主导地位，地方财政收入“十

三五”年均增长12.4%，实现连
续75个月逆势正增长。

未来如何续写高质量发展
的科创新奇迹？在 2022 年 8
月24日举行的中共上海市松
江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上，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
程向民用“三个效应”进行了展
望：要激发科创驱动“涡轮增压
效应”，加快建设中国制造迈向
中国创造的先进走廊；要催生
科创“蝶变效应”，加快建设科
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先试
走廊；要放大高铁时代“同城效
应”，加快建设以“松江枢纽”为
战略支撑的产城融合发展的先
行走廊。

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进程加快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
形态，都市圈则是城市群的核
心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
体。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
兴座谈会时指出，要培育发展
现代化都市圈，加强重点区域
和重点领域合作，形成东北地
区协同开放合力。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
出台《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
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培
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
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
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
供重要支撑。

截至目前，南京、福州、成
都、长株潭、西安、重庆都市圈
发展规划相继获得批复。厚望
如山，催人奋进。放眼全国，现
代化都市圈建设已结出丰硕
果实。

创新驱动，催生发展动
力。西安都市圈发挥科教资源
优势，加快“秦创原”创新驱动总
平台建设，围绕建设立体联动

“孵化器”、科技成果产业化“加
速器”、两链融合“促进器”，构建
从研发到孵化再到产业化的科
技创新系统大平台。伴随技

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源源
不断地聚集，大批重大产业项目
和科创企业落地并快速崛起。

产业协同，集聚发展动
能。福州都市圈依托闽侯青口
汽车工业园区、莆田涵江高新
区、宁德蕉城三屿工业区、南平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组织东南
汽车、奔驰、云度、上汽集团（宁
德）、福耀玻璃、万润新能源、宁
德时代电机等龙头企业抱团发
展，合力打造千亿元级乘用车
产业集群。

交通先行，筑牢发展纽
带。南京都市圈“8+2”成员城
市共建“轨道上的都市圈”、优
化都市圈公路网络、强化重大
枢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水平大幅提高。2021年，
南京都市圈首条跨市域轨道交
通线宁句城际建成通车，宁句
同城化迈出实质性步伐。随着
宁扬、宁马和宁滁3条轨道交
通项目开工建设，南京都市圈

“一日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
正加速形成。

民生优先，提升发展质
感。成都都市圈相关成员城市
发布《成德眉资同城便捷生活
十大行动》，实现婚姻登记跨市
通办、养老机构等级互认、图书
通借通还；学校结对共建，优质
教育资源服务范围不断扩大；
发布成德眉资住房公积金同城
化贷款异地使用政策，率先探
索破解住房公积金跨城市融通

的制度障碍。
绿色生态，释放发展红

利。杭州都市圈全面深化千岛
湖、新安江上游流域和浦阳江
流域水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合
作，完善杭州市与湖州市、嘉兴
市、绍兴市跨界水质断面检测
机制，18个跨行政区河流交接
断面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提高到100%；完善浦阳江流域
（绍兴诸暨—杭州萧山）水环境
补偿机制实施方案；建立杭州
都市圈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
机制。

县城建设步稳蹄疾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
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1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
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
上指出，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
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
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
久安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县
城建设步稳蹄疾。源自县域改
革实践的“晋江经验”成为引领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武
器和制胜法宝，曾经的“中国第
一座农民城”浙江龙港实现了

“全国首个镇改市”的历史性跨
越，产业强县江苏昆山2021年
人均GDP约为22.69万元，“烟
花之乡”湖南浏阳贡献了全球
半数烟花……县城蓬勃发展的
壮美画卷徐徐铺展。

“眼睛不要只盯在大城市，
中国更宜多发展中小城市及城
镇。”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
晋江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
作出重要批示。

10年成就辉煌。从2012
年到 2021 年，晋江 GDP 从
1119.7 亿元增长到 2986.4 亿
元；规上工业产值超 6900 亿
元，跑出了年均增长450亿元
的“晋江速度”；高新企业保有

量从67家增加到409家，今年
预计突破550家，全社会研发
投入从14.9亿元增长到44.6亿
元，获批国家创新型县。

晋江只是我国县域发展蒸
蒸日上的一个缩影。

截 至 2021 年 底 ，我 国
1472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约
为1.6亿人，394个县级市的城
区常住人口约为0.9亿人，县城
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
常住人口的近30%，县及县级
市数量占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
约65%。推进县城建设，有利
于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
化，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1984年，浙江省温州市龙
港镇率先推动小城镇建设试
点；2014年，作为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的建制镇，龙港
积极探索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
新型设市模式，开启了“以城促
乡”的试点探索；2019年，龙港
成为全国首个“镇改市”，肩负
起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策源地
的重任，从改革、产业、民生等
方面入手，向高质量发展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全面靠近。

尤其是撤镇设市改革的3
年，龙港勇担改革探路使命，交
出了优异成绩单。龙港市委书
记何宗静介绍，使命、突破、变
化3个关键词最能概括龙港撤
镇设市改革3年的成绩单。3
年来，龙港始终不忘改革使命，
扛起“打造基层治理样板区”责
任；突破“小城市”印象，开拓创
新驱动的“筑巢引凤”，实现资
源要素高效配置；改而求变，聚
力推动产业提效、城市提质、民
生提档，新型城镇化“龙港样
板”雏形已现。

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的目标。7月，
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
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要求高质
量完成120个县城建设示范地
区示范任务。自此，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进入快
速推进阶段。

“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
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按照
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
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

“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
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着眼改
革全局、发展大局，为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
量迈进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
了重要遵循。

总书记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总书记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邢 灿 康克佳

2
□□20222022 年年 99 月月 1919 日日 星期星期一一

□□本版责编本版责编 何何 玲玲 □□本版美编本版美编 郭佳卉郭佳卉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习近平总书

记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领航中国

在建的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和已经运营的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等，一起构

建粤港澳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这些大湾区“硬联通”工程为湾区人员、物流以及创新技术等流

通发挥重要作用。图为南沙大桥全景。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