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提示

当下的浙江，正奋力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
先行，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的重要场合，记
者们对浙江的提问，集中在两个话题：
共同富裕和长三角一体化。

这是记者在分会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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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日晚上 7时 30分，党的二十大第二场

集体采访如期而至。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江西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出席集体采

访。

“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的地方，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萌发地。”二十大代表，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纲作为浙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将浙江

介绍给国内外媒体。

当下的浙江，正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努力成为新时

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

要窗口。在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的重要场合，记

者们对浙江的提问，集中在两个话题：共同富裕

和长三角一体化。

为什么是这两个？

使命与战略，浙江在探路

提问记者给出的答案是：既想了解浙江的特

色，又想看到浙江的格局，怎样的浙江，便映射出

怎样的中国。

的确，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走了一

盘先手棋；而今，独特的历史使命和在国家战略

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让全球记者更加关注浙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去年

中央赋予浙江的重要任务，据我了解，现在浙江

的各项工作都与共同富裕密切相关。”来自新华

社的提问记者说，共同富裕是浙江各项工作最重

要的发力点，是浙江特色与发展格局最集中的体

现。

诚如她所言，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是为全国共同富裕探路，也是浙江为全国

大局作更多更大贡献最重要的抓手。

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关注，也是同理。长三角

城市群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合

作和竞争，三省一市如何握指成拳，备受关注。

“2018 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三省一市的行动决定着这个世界级城市

群的未来。”来自澎湃新闻的提问记者说，浙江作

为“长三角金南翼”，其发展水平影响着长三角一

体化的成色。

在集体采访现场，中国日报记者欧阳诗嘉就

对浙江在一体化中的作为感触很深。她特别提

到，浙江的做法极具地方特色，以数字化改革、民

营经济发达和山水资源三大优势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体现了浙江“扬所长”的务实之举，彰显了

服务全局的责任担当。

与很多外省记者不同，宁夏日报记者姜璐曾

到浙江交流工作半年，有着更鲜活的感受。“浙江

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一直是全国的典范。我

也很想了解，浙江如何进一步缩小‘三大差距’，实

现共同富裕，如果浙江找到了路子，对全国来说又

将是一个范本。”她说。

巴西《论坛杂志》记者亚拉对浙江优美的环

境格外关注。“最近听到一句话，叫‘诗画江南、活

力浙江’，很期待能够去一次浙江。”而这，正与长

三角大花园建设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的生

态要求息息相关。

精准破难题，浙江在行动

面对这两个很“重头”的话题，王纲代表的回

答虽然不长，但已让会场内外的记者深深体会

到：浙江把省域发展与中央使命、国家战略紧密

结合在一起，正在精准破解发展中的难题。

如何缩小“三大差距”？这不仅是浙江的问

题，也是全国的问题。二十大报告中对此也提出

全新要求。

浙江的解题思路是：勇涉改革深水区。

比如，发布会上提到的滕头村、下姜村、余

村、鲁家村都是“名村”，它们现在干的，就是先富

带后富，把周边的薄弱村联合起来抱团发展。

这是浙江农村发展的新境界。近年来，浙江

的乡村已转向抱团发展，转向包括建立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等体制机制创新。

如何打破行政区域间的各种壁垒，进行体制

机制创新，让要素充分流动起来？二十大报告也

提到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长三角一体化

正是其中一项重要探索。

浙江的解题思路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比如，发挥数字化改革先行探路的优势，牵

头推进数字长三角建设，编制《数字长三角建设

方案》，深化浙江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建设；发挥民营经济发达的优势，牵头成立长三

角企业家联盟，让市场主体成为促进长三角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发挥山水资源优势，打

造长三角的大花园……

如何在落实国家战略的同时，增强老百姓获

得感？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浙江的解题思路是：一项一项为民办实事。

正如发布会上提到的“小事”，比如，湖州

37.45万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采用城乡一体的慢

性病管理系统，建立档案、跟踪诊疗，使山里的老

人和城里的老人一样有获得感；再比如，浙江推

动长三角“民生一卡通”，已获超 1000个文旅场所

支持，139 项政务服务事项可以做到长三角跨省

通办。

这些透着温度的数据，正是浙江坚持以民为

本的缩影。

发力现代化，浙江在求索

“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久久为功、

扎实推进，既‘急不得’又‘慢不得’。”

“‘包邮区’一家亲。”

“才饮巢湖水，又食东海鱼。”

集中采访现场，很多话语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传递着浙江的方向和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十四亿多人口的现代化，

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

推进。浙江正在不懈努力，解决前进路上的问

题。

比如，浙江区域发展之间，差距还是不小，只

是相对均衡。26个山区县，土地面积约占全省的

45%，GDP只占全省的 9.65%。

浙江为此出台了“攀登计划”，未来将给予山

区县更为精准有力的工业政策，以“扶一把、送一

程”的方式支撑山区 26县发展生态产业。

再比如，对老百姓来说，城乡最大的差距是

交通、教育、医疗等差距。当下，为持续推进公共

服务均等化，浙江正在打造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

单元，其中未来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还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的首要任务，如何以省域高质量发展推动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浙江将在重大项目建设、协同

创新合作、区域共建等方面发力。

以宁波舟山港为核心，实现更高能级的港口

联动；落实数字长三角建设方案和浙江实施方

案，共建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平台集群，加快探索

数据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持续迭代优化新安江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协同推

进 ，共 同 应 对 能 源 供 给 中 的“ 灰 犀 牛 ”“ 黑 天

鹅”……

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多探索，浙江大有可

为。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提出的‘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浙江力量。”

王纲代表的话，反映了浙江砥砺前行的方向。

据《浙江日报》

共同富裕和长三角一体化
国内外媒体为什么最关注浙江这两点

在党的二十大第二场集体采访中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