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试验，优势凸显

城乡融合的“许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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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水暖鸭先知。”
2019年12月，许昌市全域被

确定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城市，承担
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制度、完善农村资产抵押担保
产权权能等 6 项试验任务。许昌
大地掀起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大
潮。

改革路上回避不了矛盾，避
免不了阵痛。许昌市抢抓列入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重大机
遇，聚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
在推进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
强化要素保障等方面全面发力，
改革试验任务稳步推进，工作机
制更加健全，配套改革措施陆续
出台，初步形成了“1+6+16”的政
策体系，基本搭建起了试验区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四梁
八柱”。

破除障碍方能走得更远，创
新改革才能赢得未来。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取得突破，
实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同等
入市，打通了农村集体土地直接
入市新渠道；长葛市共建现代种
业研发平台、深化“全国农村承包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改革
的经验做法被国家发改委推广，
顺利完成国家阶段性评估……

更令人振奋的是，许昌市把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作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
略，大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将城
乡融合与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相结合，创造性提
出打造“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
区”，初步探索出城乡融合发展的

“许昌路径”“许昌模式”。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走好共同富裕之路。市八次党代
会在深入调研、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在全省率先提出推进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建设，打造经济强市、创新强市、开放强市、文化
强市、生态强市“五个强市”，实现经济发展高质量、城乡建设高水平、人民群众高素质，全面开创许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0年来，城乡融合发展的宏伟画卷在许昌大地渐次铺开，激荡人心；10年来，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让干部群众砥砺奋进，不断书
写新的发展篇章！

从“在许昌市开展共同富裕试点工作”列入省
委、省政府研究专题，到省委改革办调研组莅许，再
到许昌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得到省委
明确支持，并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许昌建设城乡融
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已上升为省级重点工作。

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许昌缘何
能够得到省委、省政府明确支持？

——许昌有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
裕是一个长期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
步推开”。许昌有责任、有义务为全省实现共同富裕
探索经验、闯出路子。

——许昌代表性强。许昌城市规模不大不小、
人口不多不少；许昌位于郑州都市圈核心区，县域经
济发展各具特色；许昌城镇人口占比 53.5%、乡村人
口占比 46.5%，人口比例整体较为平衡，许昌探索产
生的经验在全省更易复制推广。

——许昌有实力。许昌的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
省第一方阵，2021 年，许昌经济总量达到 3655.4 亿
元，居全省第 4 位；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国际通用的
人均 1万美元的中上等收入水平，居全省第 3位。

——许昌有基础。
从居民收入看，2021 年，许昌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为 1.74，低于全省的 2.14，远低于全国的 2.56，甚至低
于“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的 1.94。

从区域发展看，2020 年，在全省 158个县（市、区）
GDP 排名中，许昌 6个县（市、区）均进入前 50名。

从产业结构看，2021 年，许昌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5.0∶52.3∶42.7，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竞争力强，服务业
增速快，农业产业化程度高，新型农业经济主体超过
1.3万家。

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正是许昌对标
“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结合自身在河南的位次而
确定的发展定位。

浙江之于中国，许昌之于河南，除了经济总量均
为第 4位以外，还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

民营经济发达——许昌是河南民营经济最发达、
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河南的温州”享誉全国，32.5 万
户民营经济市场主体、8.7万家民营企业遍布城乡。

富裕程度较高——许昌 6 个县（市、区）经济总量
排名均进入全省前 50位，县域经济发展各具特色。

改革创新意识强烈——许昌有敢为人先、改革
创新的基因，全市 2046 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不
见面审批”，1324 项实现“即来即办”，在全省政务服
务考评中名列榜首。

此外，许昌还有一个“金字招牌”——作为全省
唯一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许昌承担着为
改革“探路”的使命。试验区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缩
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许昌在两年
的探索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效，为下一步积极推进
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建设奠定了基础。

破除障碍，开山辟路
先行试验，改革“破冰”。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公布 2021 年度全省经济体

制改革十大案例，“破障碍 拓新路 变试点为亮点 探
索城乡融合新模式的许昌实践”成功入选。

共同富裕是奋斗目标，城乡融合是实现路径。
一幢幢楼房前后相望，一个个卖场生意红火，一

排排厂房规划有序……走进长葛市大周镇街区，仿
佛进入了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

产城融合让大周的外来务工人员突破万人，入
驻经济实体近千家，年回收各类废旧金属 400 余万
吨，占全国回收量近三分之一。2021 年，长葛大周循
环经济产业园主营业务收入为 800多亿元。

推进城乡融合共同富裕，不是城区一隅，而是许
昌全域，通过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城乡发
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襄城县的首山焦化有限公司，打通了“煤—焦—

焦炉煤气—氢气—硅烷—光伏”的产业链条，生产的
硅 烷 产 品 纯 度 达 到 99.99999% 的 全 球 业 界 最 高 水
平。更重要的是，产城融合为当地村民就业提供了
逾万个工作岗位，让村民在实现身份转化的同时，可
以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
普惠“红利”。

来自附近村庄的企业职工郭富强说：“以前打工
要去南方，离家千里不说，还老担心孩子的上学问
题。现在就业在家门口，孩子上学也有好学校，再问
生活好不好？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同权同价、同等入市，这是头一遭。”提及全
市成功出让的首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鄢陵
县李孟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会民伸出 3 个指头，“仅净
收益一项，社区入账 300 万元，我们发展的底气更
足！”

推进城乡融合共同富裕，需要打破机制体制障

碍，持续深化改革。
盘活土地资源，许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交易 12 宗 498.23 亩，成交额 3.63 亿元；做优金
融服务，全市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累计发放 458 笔，
贷款金额为 4.96亿元，为发展增添新动能。

发展是硬道理，不断做大“蛋糕”，是推动共同富
裕的关键所在。

搭上“丝路快车”，豫货畅通天下。2021 年 12 月
21 日，首班中欧（许郑欧）公铁联运国际班列在许昌
市保税物流中心顺利始发，先由公路运输抵达郑州
国际陆港，再编组汇入中欧班列（郑州）的“大军”，一
路西行至德国，“许郑欧”国际物流大通道由此打通。

秉承新发展理念，去年我市实现进出口总值逾
250 亿元，同比增长 88.6%，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在中
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中国百强城市等排行榜上，
许昌均居全省第 3位。

改革创新，擘画美景
省、市党代会确定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如何

把“规划图”变成“施工图”，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共同
富裕先行试验区建设？

为 加 快 建 设 城 乡 融 合 共 同 富 裕 先 行 试 验 区 ，
我市成立了工作专班，由市四大班子领导担任专
班长，专题专案落实，强力推进实施，在具体实
践中明确了“万人助企联乡帮村”工作机制，并
设立了“联乡帮村工作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小
城镇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攻坚行动……

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是一场系
统性、深层次的变革。思想转了，才能行动转；发展
理念转了，发展方式才能转。

今年是省委、市委确定的“能力作风建设年”。
市委提出，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对照“解放思想、提升

能力、锤炼作风、实干立身、争先出彩”的要求，来一
场思想理念的自我革命、思维方式的自我更新、行为
方式的自我超越，以思想大解放促进作风大转变、能
力大提升、发展大提速，推动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
试验区建设。

从许昌面向未来的谋划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
胸襟与格局——

2022 年，我市将对标对表共同富裕重点工作体
系，围绕建设“城乡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
民增收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全民幸福美好
家园引领区”的战略定位，重点实施优势再造、协同
共建、增收富民、绿色低碳等“七大行动”，在经济高
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优化收入分配等方面先行
示范。

整个“十四五”期间，我市将以城乡融合共同富
裕先行试验区建设统领发展全局，实现经济发展高
质量、城乡建设高水平、人民群众高素质，到“十四
五”末实现经济总量在 5000 亿元以上。

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为本，共建共享，切实解
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未来的
许昌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将打造出人人
参与、各尽所能的奋斗图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
享有机统一的富裕图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体会
得到的幸福图景。

金秋飘香，硕果累累。在城乡融合共同
富裕的大道上，许昌正先行一步、加快探
索，风景这边独好！

村民在长葛市古桥镇本庄村灯笼加工厂整理、晾晒灯笼。本报记者 牛书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