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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必
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
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
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
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
乡共同繁荣发展。

云浮，于 1994年建市，是
广东省最年轻的地级市，地处
粤北山区，是广东破解城乡区
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重
要一环。近3年，在广东省公
布的21项主要经济指标中，云
浮有8项指标总量前移进位，
17项指标摆脱全省末位；今年
上半年，有14项指标增速排名
全省前10位，经济社会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城乡融
合发展迈出新步伐。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5周年，恰逢云浮建市30周
年。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走
进云浮，对话云浮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卢荣春，探访
这座山区城市建市30年来的
经验启示，解锁新时代新征程
欠发达地区破局出圈的“云浮
密码”。

全面摸清家底
找准发展思路

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难题，一直是历届云浮市委
领导班子的头等大事。

2021年12月，七届云浮市
委在卢荣春带领下，接过历史

“接力棒”，深刻反思建市发展
历程。调研发现，云浮与自己
比，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市
经济总量、财政实力比建市之
初分别增长了10倍和38倍；但
与省内其他兄弟市比，发展差
距却不断拉大，经济总量由建
市之初排全省第14到如今的
全省末位。

“造成这一被动局面的重
要原因，除了客观因素影响外，
主要是政府有关部门主观认识
存在局限性，对云浮市情认识不
够充分、把握不精准，没有真正
找到一条符合云浮实际破解区
域发展不协调难题的新路子。”
卢荣春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云浮“四大优势”明显。一
是人文优势。云浮人杰地灵，
素有“禅都”“石都”“硫都”的美
誉，拥有禅文化、石文化、西江
文化、南江文化和红色文化等

“五大文化”，是唐代高僧、禅宗
南宗创始人六祖惠能大师的故

乡，也是岭南人祖先发祥地；先
后涌现出明朝陈璘将军及近代
邓发、蔡廷锴、叶季壮等著名人
物。二是生态优势。云浮山清
水秀，全市森林覆盖率接近
70%，空气质量优良率98%以
上，是广东省重要生态屏障。
三是区位优势。云浮地处环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内圈
层”，西江纵贯全境，是大湾区
市场联通辐射大西南乃至东盟
各国市场的“桥头堡”，正加速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半小时经
济圈”。四是资源优势。云浮
矿产资源、清洁能源、林下资
源、水资源、土地资源丰富，其
中硫铁矿储量“世界第二、亚洲
第一”，可开采建筑石料达443
亿吨。云浮还拥有禅文化、石
文化、硫化工、温氏企业、南药
产业、西江水等“六张名片”。

“制约云浮市发展最现实
的问题是产业基础差、财政实
力弱；最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最紧迫的问题是
民生短板欠账多；最关键的问
题是人才缺乏；最核心的问题
是思想不够解放。”卢荣春说。

2021年以来，云浮市委新
班子坚持用好“大学习、深调
研、真落实”工作方法，坚持从

“云浮有什么、云浮能干什么、
云浮将来想干什么”这个基本
逻辑出发，提出“一二三四五
六”的发展思路，科学谋划区域
协调发展的“反弹琵琶”路径，
全力以赴推动云浮“争先进位、
跨越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张蓝图干到底
打好长中短结合“组合拳”

经过长期调研和总结反

思，卢荣春深刻体会到，欠发达
地区由于不具备技术、资金、
人才的比较优势，简单复制珠
三角发展轨迹，差距只会越拉
越大，永远处于“追跑”的不利
位置。“换届后，我们立足对云
浮发展现状的分析判断，发挥
比较优势，突出‘扬长避短、取
长补短’，坚持‘美丽云浮、共
同缔造’一张蓝图干到底，全
力推动云浮区域协调发展。”
卢荣春说。

针对云浮的“四大优势”
“六张名片”以及存在的“五大
问题”，云浮新一届市委进一步
完善了发展思路，在“一二三”
上发力，即立足“粤北生态发展
区”功能定位，锚定“打造粤北
生态发展新高地、建设高质量
发展的美丽云浮”这一个目标，
动员全市上下同向发力、团结
奋斗；牢牢把握“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和“抓经
济发展就要抓财政”这两条主
线，通过发展经济、盘活资产资
源等做强做大财政解决民生问
题，把云浮建设成为宜居宜业
宜游的生活高地，反向吸引大
量人才回流，进而促进制造业、
服务业高端发展；聚焦“园区经
济、镇域经济、资源经济”这三
大抓手一体发力，其中园区经
济立足“长期”，布局培育金属
智造、绿色建材、现代农业“三
大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和“十
大园区产业”；镇域经济聚焦

“中短期”，结合“百千万工
程”、乡村全面振兴，推动镇街
职能从以社会管理为主、向经
济和社会“两手抓”并重；资源
经济着眼“短期”，通过出让大
矿和净矿重点解决财政薄弱
和民生欠账问题，打出一套

“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组
合拳”，重塑云浮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系统。

经过近三年的大胆探索、
攻坚克难，云浮市的区域发展
差异系数从2021年的 0.28降
至 2023 年的 0.274，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21年
的 1.57 降至 2023 年的 1.53。
先后办成了城区自来水管网改
造、“瓶颈路”贯通、“四好农村
路”建设、农村饮水供水、绿化
美化等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
生实事；新增 14所学校、3.38
万个学位，持续深化健康云浮
建设……

2022年，云浮市成为粤东
西北地区唯一获评年度全省工
业稳增长优秀城市。2023年，
云浮成功入选全国第三批“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名单；被
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之
美丽宜业之城”。

“短板就是潜力板。实践
证明，云浮是个可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好地方。我们深
刻感悟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指引下，在广东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欠发达地区是
大有可为的，是能够改变落后
面貌、实现错位发展的。”卢荣
春说。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美丽“后花园”
建设绿色国际化城市

今年是云浮建市30周年。
卢荣春表示，云浮作为欠发达
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既是契机，
更是抓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
上，云浮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广东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共广东省
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精神，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谋划推动云
浮区域协调发展长远之策——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美丽“后花
园”，建设绿色国际化城市，以
新担当新作为助力全国、全省
发展大局。

在发展战略上，云浮将紧
紧围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
制机制，纵深实施“东融湾区、
西接RCEP”策略，持续优化完
善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软硬联
通、高水平对外开放、城市区域
合作等机制，进一步拓展经济
发展空间。一方面，全力融湾、
接受湾区辐射，积极探索“飞地
经济”“反向飞地”模式，致力把
云浮打造成为大湾区优质资源

“供给地”、产业转移“首选地”、
溢出功能“承接地”、科技成果

“孵化地”、文化旅游“休闲地”。
另一方面，突出绿色生态的国
际化、特色文化的国际化、优势
产业的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国
际化、思维视野的国际化，打好

“五外联动”组合拳，瞄准东盟
和“一带一路”国家，布局建设
RCEP产业对接合作区和县域
产业对接基地，持续做强做大
云浮经济体量，更好地服务全
省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发展目标上，云浮市将
锚定“248”战略目标体系砥砺
奋进、勇毅前行。“2”即两年上
台阶，通过实施一系列专项行
动计划，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迈上新台阶；“4”即四年大
发展，促使云浮与珠三角、大
湾区发展质量的差距明显缩
小；“8”即八年大跨越，推动云
浮发展质量全面迈进湾区“第
一方阵”。

在发展战术上，云浮将聚
焦“365”竞标争先体系攻坚发
力、多打“单项冠军”。“3”就是
巩固三大优势（先天禀赋形成
的竞争优势、先行先试形成的
竞争优势、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形成的竞争优势），对已是“单
项冠军”的工作，持续巩固提
升，保持领跑态势。“6”就是竞
逐“六条赛道”（纵深实施“东融
湾区、西接RCEP”策略，坚持

“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深入
推进绿美云浮生态建设，扎实
推进文化强市建设，统筹发展
和安全“两件大事”），对具备条
件拿“单项冠军”的工作，创造
条件促成单项冠军；“5”就是打
响“五场持久战”（科技创新、优
化营商环境、城市建设品质提
升、基础设施建设、补民生短
板），对薄弱环节的工作，补短
板强弱项，力争中上游。

广东省云浮市广东省云浮市：：

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

云浮山清水秀，全市森林覆盖率接近70%。图为位于云浮市郁南县的大王山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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