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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华

  破解城乡之间要素流
动难题，以新质生产力促进
城乡要素双向畅通流动

　　要围绕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
化，进一步打通农民进城和市民返乡
的双向渠道。通过继续推进改革，不断
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破除制约
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
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促进城市人才、
资金、技术等要素下乡，推动更多优质
资源有效配置到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加快
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
务乡村作用，促进县城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推进空间布
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
持续深化城乡经济联系与分工协作。
同时，以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带动
城乡各类要素流动，持续拓展城乡融
合发展新空间。
　　一是建立健全城乡之间“人”的合
理流动的体制机制。要优先解决农民工
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
民生问题，使他们在流入地居住期间享
受与户籍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二是建立健全城乡之间“地”的合
理流动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城乡统
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加充
分的土地财产权益。国家层面应尽快
制定统筹“三权”相关制度设计，及早
出台“统筹农民‘三权’转让”相关法律
法规，明确统筹“三权”转让的主体、客
体和双方权利义务，以便改革试点有
法可依、有法可循。
　　三是建立健全城乡之间“钱”的合
理流动的体制机制。健全农业农村投
入保障机制，必须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形成由财政、金融、社会资本“三驾马

车”拉动的多元投入格局。

  破解新旧动能转型升
级难题，以新质生产力推进
新型工业化

　　一要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
化。人工智能是基于算力、算法和数据
等关键要素发展起来的、引领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
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推动人工
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要夯实人工智
能技术底座。着力推动大模型算法、框
架等基础性、原创性技术突破，提升智
能芯片算力水平。应积极推进数字产
业化，聚焦集成电路、关键软件等发
展，加快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等
融合创新。加强5G、数据中心、算力等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
化应用，释放数据价值，为数字化、智
能化提供原动力。
　　二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新型
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
力的产业结构载体，未来产业、新兴产
业、新业态等有效承载了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
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

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新质生产
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三要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和应用，加强网络建设和智能计
算机中心、新型数据中心等算力设施
统筹规划、整体布局协调联动，深入实
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
　　四要以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推进新
型工业化。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塑造
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关系，为推
进新型工业化奠定更好的体制机制基
础。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
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
场经济基础制度，确保民营企业在市场
准入、要素获取、市场执法、权益保护等
方面的平等地位；探索建立与新质生产
力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治理和法律法规
体系，健全通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
数据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取报酬的市
场化机制，实现新型工业化技术先进性
与过程包容性的有效协同。

  破解农业农村现代化
难题，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的原动力。必须逐步建立适应城
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
产业兴农、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
路径。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助推农业产业数智
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一要着力助推农村产业数智化。
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中的技术应用和
物质装备升级，逐步形成高智能化、
高赋能化、高应用化的现代农业模
式，持续推动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和
农民增收。
　　二要着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特色农业的品牌优势是富民
增收的主要发力点，通过大力扶持农
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延伸
农业产业链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三要着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全域化
发展。在发展中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
乡村风貌，打造民风淳朴、乡风文明、
环境宜居的现代化乡村。通过现代服
务业发展撬动乡村振兴的新增长极，
积极推动乡村旅游、休闲康养、文化创
意等新业态与农村发展的深度融合，
不断拓展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度和
广度。
　　四要在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治
理数字化、数字惠民等多个方面综合
发力，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强链补链、
提高效率、优化服务等作用。加快提高
农村数字基建水平，积极发展农村电
商，全面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持续壮
大农村数字经济，有效推动农民上线、
农产品进城、市民下乡，共建和美乡
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作者系西海岸新区工委党校正高级讲师）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庄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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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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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融合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能够有效增强城乡经
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的关键因素。实现以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进程，就需
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规律，着力破解城乡融合发
展中的改革难题，推动城乡之间实现更深层次、更高质量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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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
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
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
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
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和制度保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所谓“牵
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动力源、“牛鼻
子”，对其他各领域改革具有重要引
领作用。具体来说，以经济体制改革
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包含深刻
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从理论逻辑来看，最早可以追溯
到17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
这个体系中，有两大基本理论框架早已
为大家所熟知，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
经济基础”。这两大理论充分表明，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
决定性因素。同时也说明，经济的基础
地位决定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对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具有牵引作用。抓住了经济
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通过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持续优化生产关系和上层
建筑，使之不断与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发展要求与发展动力相适应、相匹配，
其他各项改革就可以稳步有序推进。
　　从历史逻辑来看，过去的成功实
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解决好生产关
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
适应的问题，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并取
得成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
自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成为我国
的一项基本国策。在40多年的发展历
程中，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全面深化
改革，始终是确保改革效果从而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根本
保障。究其原因，经济工作在国家发
展大局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经济
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发起点和发力点，能够始终确保我国
的改革进程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方向前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立
足新发展阶段，要确保《决定》提出的
300多项改革任务在2029年新中国成
立80周年时顺利完成，就要尤其注重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从现实逻辑来看，经济工作是我
们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由于经济工
作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与其
他领域的工作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因
果性，因此，经济体制改革也对其他领

域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
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
很多方面体制改革的进度，可谓“牵一
发而动全身”。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
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破解制
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只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显然
是不行的，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
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
协同性。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以经济
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
引和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使各方面
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总之，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
引作用，体现了党中央对生产关系和
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
治理和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刻把握，为
我们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深
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作者系西海岸新区工委党校高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