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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承担着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的重要历史使命。当前的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以效

率优先，但要重视公平；公共保障以公平优先，但也要重视效率”的共同富裕，要聚焦重点对象和重点

内容，在瞄准广大农村居民、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外来农民工群体这些重点对象的基础上，重点解决收

入分配、公共保障、人居环境和文化生活等发展短板问题，其中，解决收入差距悬殊问题是主 要 难

点。 浙江确立“扩中”“提低”和“稳底板、扬长板、补短板、创新板、树样板”的共同富裕发展思路，围绕

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建设共同富裕

现代化基本单元六大领域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实践探索。展望未来，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要以

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农村共富，以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富，以“扩中”“提低”加快群体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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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特征。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一部

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

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习近平

同志强调要“在经济社会不 断 发 展 的 基 础 上 ，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让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157。
从当前发展阶段和形势来看，我国既是世界上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大的国家，又是国民收入分

配中居民收入份额较低和城乡、区域、阶层收入

差距悬殊等结构性矛盾较大的国家。 实现共同

富裕，还具有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形势、实施双循

环战略，以及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后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重要意义。实现共

同 富 裕，是 国 家 在 打赢脱贫攻坚战、总体上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力图破解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建立长效脱贫机制以及全面小康

社会补短板的决心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实现共 同

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伟大历史性成就。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部署，明确 了

2035 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的目标任务。同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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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任务艰巨的发展实际，2021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到 2025 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

2035 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

实现共同富裕”［3］，以浙江先行先试为全国实现

共同富裕探路。国家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既表明浙江已经具备实现共同富

裕的基本条件，又表明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探索和

示范引路。 2021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

四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按照“每年有新突破、5 年有大进展、15 年

基本建 成”的 安 排，全 面 落实《意见》所 要 求 的

“两阶段发展目标”［4］。随后，浙江省各省级职能

部门围绕浙江 26 个山区加快发展县、农业农村

领域、人社、医保、“扩中”、“提低”等，出台了高质

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
各地级市、县（市、区）积极响应，出台了地方配套

方案。
在探索推进共同富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方面，浙江省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发展优势，但

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

拓展潜力。 一是省情代表性较强。 浙江“七山一

水二分田”的地形地貌，拥有陆域面积2.5 倍 的

海域面积，占总人口约 27.8%的乡村人口，造就

了浙江丰富多样、代表性强的资源禀赋和省域

特色。二是富裕程度较高。浙江率先推进民营、
县域、块状三大经济发展，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

实基础。2021年，浙江经济总量突破 7 万亿元，
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成为“两个健康”标

杆样本；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 22 413 元，居全国各省（区）第 1 位，城镇和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连续 21 年和 37

年居全国各省（区）第 1 位。三是发展均衡性较

好。 从城乡来看，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2020
年的 1.96 缩小为 2021 年的 1.94，远低于全国；
从区域来看，设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

倍差由2020 年的 1.64 缩小为 2021 年的 1.61，是

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居民收入均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的省份①；从阶层来看，浙江省是全国首

个较高水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2020—
2021 年浙江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 10 万~50 万

元群体比例由 69.2%提高到 72.4%；20 万~60 万

元群体比例由 26.8%提高到 30.6%；从领域来

看，浙江在全国率先全面实现县（市、区）域范围

内低保标准城乡一体化，并在绿色发展、教育医

疗、现代法治、富民惠民等多个领域走在全国前

列。 四是改革创新性较强。 浙江探索创造了“千

万工程”“最多跑一次”“‘三位一体’农合联”“宅

基地‘三权分置’”等多项改革经验，创新了从建

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到“三治结合”智慧治理的乡

村现代治理之路，较强的改革和创新意识为大胆

探索和及时总结示范区建设经验提供了支撑。五

是试点迫切性较强。 面对用地不足、资源约束、
经济转型升级、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等矛盾，如何

正确处理好稳定扩大就业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如

何优化支撑共同富裕的经济结构，如何构建共享

性收入分配政策和包容性民 生 保 障 制 度 等，均

是浙江迫切需要突破的困境。 基于此，本文立足

一年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实践探索，阐述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发展理论，揭

示浙江试点实践的行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围绕

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公

共服务优质共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建设共同

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六大领域，解析浙江共同

富裕发展的12 个实践模式，提出进一步推进浙

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相关建议。

①数据来源：《2021 年浙江省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报》，http://tjj.zj.gov.cn/art/2022/2/24/art_1229129205_48
83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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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富裕理论与浙江试点实践的行动

逻辑

从演化角度看待共同富裕问题，深化对共同

富裕中“共同”的认识，从内涵、重点与难点角度

解析共同富裕理论，加快共同富裕由理论走向实

践，是厘清浙江试点实践行动逻辑的关键。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重点与难点

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来看，党中央要求浙江建

设的是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意味着

共同富裕要建立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是与经

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共同富裕，是发展型

经济社会向共富型经济社会跃升的过程 ［5-6］。很

显然，这样的共同富裕是境界很高的共同富裕，
它不是封闭排他的共同富裕，而是开放包容的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均平富，而是机会均

等的共同富裕，是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是全

体人民共创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是在高质量

做大国民收入“蛋糕”的同时切好“蛋糕”的共同

富裕，即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共同富裕，具

体而言，是“经济发展以效率优先，但要重视公

平；公共保障以公平优先，但也要重视效率”的共

同富裕。
从共同富裕的重点来看，主要是抓住两大重

点：一是重点对象，重点瞄准广大农村居民、城市

低收入群体和外来农民工群体；二是重点内容，
重点解决收入分配、公共保障、人居环境和文化

生活等发展短板问题。 抓住这两个重点的关键，
是破解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难题，缩小城乡与区

域发展差距以及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差距，实现

城乡公共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有效

覆盖［7］。
从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来看，主要是收入差

距悬殊问题。共同富裕的重点内容包括解决收入

分配、公共保障、人居环境和文化生活等发展短

板问题，其中，解决公共保障、人居环境、文化生

活等发展短板问题虽有难度，但解决的路径指向

与方法还是相对清晰的，只要下决心增加相关投

入，就能较快补上短板。相较之下，解决收入分配

或收入差距问题的难度更大，因为收入分配或收

入差距问题的解决关系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
涉及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处理。具体来看，解决

好收入分配或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问题，一方面，
亟须破解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城乡二元

结构矛盾，主要体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均等，城乡居民财产权利

不平等，农村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等。 二是国民收

入分配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打破了吃“大锅饭”
的平均主义，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一部分

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基尼系数也在

不断上升，超过了临界水平线，致使国民收入分

配结构性矛盾凸显。三是供给与需求失衡矛盾。
不仅长期存在相对于供给的内需不足矛盾，而

且还出现了因世纪疫情冲击、国际贸易争端、地

缘政治冲突恶化等逆全球化的动荡对我国经济

发展产生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

压力。另一方面，亟须找准低收入群体有效增收

的路径。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就业增收路径和乡村

资源生态存量激活路径，这都涉及相关制度（如

供给侧制度、产权制度、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等）的

改革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破解。
（二）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行动逻辑

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过程中，确立了“扩中”“提低”和“稳底板、扬长

板、补短板、创新板、树样板”的共同富裕发展思

路（见图 1，下页）。2021 年 6—12 月，浙江省级部

门出台64 个专项政策［8］，各县（市、区）结合自身

发展实际出台实施方案，六大领域 28 个试点单

位均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初步构建“1+7+N”重点

工作体系和“1+5+N”重大改革体系。
具体而言，“稳底板”就是要固本强基，不断

增强风险防控和社会保障能力，实现一体化与

提水平同步，完善城乡公共保障体系，促进公共

服务优质共享，重点突出大病医疗保障、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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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社会救助的制度完善，推动城市优质医疗与

教育资源向农村扩容。“扬长板”就是要强化优势，
鼓 励 勤 劳 创 新致富，以数字经济、三大科 创 高

地、大湾区建设、“415”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等

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就是要消解

弱项，着重缩小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发展差距。
“创新板”就是要创新提升，以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生态文明、社会治理促进精神共富。“树样板”
就是要创先争优，聚焦关键环节建设好共同富裕

现代化基本单元。

二、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实践模式

解析

为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加快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
浙江围绕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收

入差距、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
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六大领域，确定了

28 个试点。下文围绕这六大领域，解析浙江共同

富裕发展实践的 12 种模式。
（一）缩小地区差距

加快缩小浙江地区发展差距，包括缩小 11个

设区市收入差距、山区 26 县与其他县域的差距、
相对发达地区内部区域差距等，其关键在于完善

省域统筹机制，推动区域之间资源要素自由流

动、高效配置，挖掘区域发展特色优势，加快实现

省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9］。具体来看，就是通过

念好新时代“山海经”，拓展迭代山海协作的方

式、载体和内涵，推动山区 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

展，探索建立统筹产业平台，以“飞地抱团”“对口

支援”等方式持续推进陆海统筹、山海互济，打造

一批产业链协作标志性工程。

1.“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丽水模式

丽水市“九山半水半分田”，素有“浙江绿谷”
之称，是山区县占比最多的设区市。 近年来，“丽

水山系品牌”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居民收入

增速连续多年位居浙江省第一，但与此同时，丽

水市全域 9 县（市、区）均在山区“26 县”名单上，
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排名靠后，属于加快发展

地区。
丽水市着眼于“扬己之长补己之短”，打通转

换渠道将生态优势发挥到极致，着重凸显全国首

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试点城市和较早引

入 生 态 系 统 生 产 总 值（GEP）核 算 体 系 的 地 区

（2019 年遂昌县大田村发布全国首份村级 GEP
核算报告）的基础条件，全面建设“全国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加快构建“生态经济化、
经济生态化”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第一，推动

图 1 共同富裕从理论到实践的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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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开展“双碳”路径探索。 丽水

市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体系，建立国

家级生态资产和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打造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平台，创建中国碳中和示范

区。如丽水市代管的龙泉市推广“益林富农”多跨

场景应用，打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数字化改

革的窗口。 第二，发挥“红绿”资源优势，做好“红

绿融合”文章。推出了一批“红色文化+绿色生

态+经典文创/民族风情/健康养生”等特色发展

范例，为革命老区共同富裕探索新路。 如遂昌县

王村口镇积极探索红色资源、古镇文化和生态产

品的价值实现，走出“红古绿”深度融合振兴之

路。 第三，创新引领产业振兴，统筹区域协调发

展。以省级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建设为依托，构

建浙西南区域创新体系；以完备有效的市域一体

化新机制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加快实现

产业飞地全覆盖，并提出提升 14 个“消薄飞地”，
打造 30 个山海协作乡村振兴产业示范点，带动

1 200 个村增收致富等建设目标［10］。 如景宁畲族

自治县全力打造“景宁 600”生态精品农产品品

牌，与温岭组建“飞柜联盟”促农增收。

2.“飞地抱团，山海协作”的嘉兴平湖模式

平湖市自古是侍农养桑缫丝之地，“公私仓

廪俱丰实”，素有“金平湖”之美誉，位列 2021 全

国县域高质量发展百强县第 34 位，但市域内部、
村庄之间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

自 2006 年起，平湖连续 17 年实施“飞地抱

团”发展壮大村级 集 体 经 济 模 式，探 索 出 一 条

“1.0 版”到“6.0 版”活血帮扶、区域互动、合作共

赢的“飞地抱团，山海协作”强村之路。 一是从单

村施策到“飞地抱团”。 1.0 版本以行政村单打独

斗来壮大集体经济；2.0 版本实现从村域壮大到

镇域联建的转变，主要通过在镇、街道优质地段

联合建设物业项目促进集体增收；3.0 版本推进

跨镇街道“飞地抱团”，跳出镇域范围，依托市级

层面优质平台建设高收益、高标准的物业项目，
实现“村级收益、企业发展、中心工作”三方共赢。

二是平湖·青田“三供三保”合作模式。4.0 版本实

现了跨地市协作，平湖市和青田（浙江山区县）本

着“优势互补、互赢协作”的原则，在平湖经济技

术开发区共建全省首个跨县市山海协作“飞地消

薄”项目，创新“三供三保”合作模式（即青田县以

“供土地指标、供钱投资、供人管理”的方式在平

湖出资建厂，平湖市以“保障落地、保障招商、保

障收益”的方式负责招商引资），确保了在优质企

业的高效益下，推动青田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逐

年增加。 三是平湖·九寨沟精准扶贫模式。 5.0 版

本实现了跨省域协作，平湖市与九寨沟县聚焦智

能制造、科技信息、生命健康、高端服务等优势产

业，在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平湖园内打造平湖—九

寨沟“飞地”科创园，因地制宜将省内山海协作的

“良方”惠及九寨沟，探索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平湖

模式［11］。四是低收入家庭持股增收模式。6.0 版注

重跨群体协作，致力于低收入农户增收，筹建家

庭、集体、企业、慈善、政府、银行各出一点的“初

心帮扶资金”，让低收入家庭入股平湖投资额最

大的“飞地抱团”平湖智创园项目，每年获取10%
的稳定收益。

（二）缩小城乡差距

加快缩小浙江城乡差距，关键在于突出以人

为核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视乡村建设的合

理布局，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起

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9］。 具体来看，就是要以

农业“双强”行动推进农业现代化，组建乡村共同

富裕联盟，加快推进市民化集成改革，实施新一

轮乡村集成改革和强村惠民行动，以都市区和县

城为主要载体提高人口承载和公共服务共享水

平，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补齐民生短板，兜

住民生底线。

1.宅基地权能“双向开放”的金华义乌模式

浙江金华义乌市作为首个县级国家级国际

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全国 18 个改革开放典型

地区之一，是一座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的城

市。 近些年来，义乌成为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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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城市，走出了以城乡“双向开放”宅基地制度

改革促进共同富裕的创新之路。

2015 年以来，义乌市系统建立“1+7+9”（一意

见、七办法、九细则）制度体系，在全国首创首提、
先行先试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1.0 版；2021 年

后，义乌对标建设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引领区，构建“1+10+10”（制定 1 个总指导意见、
完善 10 项政策、新制定 10 项政策）的深化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体系，全力打造宅基地改革

试点“2.0 版”，努力构建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宅

基地权能“双向开放”新机制［12］。一是打通进城落

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宅基地使用权通道。结

合义乌市实际，完善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鼓励宅基地有条件转让和跨村安置、“集地券”等

多种方式腾退农村宅基地，探索落实允许进城落

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有关规定。如

“集地券”项目创新宅基地退出机制，鼓励村集

体、农户对闲置、废弃和低效的建设用地实施复

垦，验收合格形成相应建设用地指标，实现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农村更新改造、破旧立新、
新社区集聚建设实现农民“有房可住、有租可收、
可贷可抵”。 二是探索返乡创业精英宅基地使用

权市场化运作通道。 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制

度，建立科学评估、适时更新、动态调整、城乡统

一的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体系；优化宅基地使

用权流转的标准和条件，深入推进“两进两回”，
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乡村

旅游、电商等乡村产业的有效途径，在全国率先

启动农业“标准地”改革，支持乡贤以及留学归

国、高校毕业、退役军人、农民工等新农人返乡

创业。 截至 2020 年底，义乌市发放农房抵押贷款

23 812 笔、金额 138.09 亿元，完成“集地券”建设

315.8 公顷，农 村 农 民 通 过 改 革 直 接 获 利 超 过

86亿元①。

2.率先打造“无差别城乡”的湖州模式

浙江湖州市是首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早在 2015 年底就率先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

度，此后农地入市等其他城乡体制改革也走在全

国前列。 2021 年，该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65，
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绿色发展、城

乡均衡已成为湖州鲜明特质和显著优势。
湖州率先打造“无差别城乡”，不是指城乡无

差别，而是指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

引下，聚焦绿色共富和城乡融合，把城市和乡村

视为一个整体，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人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无差别为核心，以居民收入

均衡化、宜居环境高品质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要

素配置高效化、数智进程同步化为主攻方向，率

先基本呈现共建共享、充满活力、“差别”消失、普

遍富裕的城乡关系新形态。 第一，“三是三不是”
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是制度供给的均等化，不

是功能形态的同质化；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化，不是

发展结果的一样化；是品质生活的共享化，不是

生活方式的平移化。第二，七项预期性标志性成

果。 分别是以“四个一百”（“百村联百村，百企结

百村”“百名人才强百村”“百贤百企兴百村”“百

个市直机关党组织帮百村”）为引领的共富帮带

机制，以“强村公司”为品牌的村集体经济抱团发

展机制，以“未来乡村组团”为抓手的片区高质量

发展机制，以“两山银行”为代表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以农业“标准地”等三地联动改革为

核 心的农村土地权益实现机制，以“共享模式”
为特质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机制，以“数

字乡村一张图”为标志的“四治融合”乡村治理

机制②。
（三）缩小收入差距

加快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关键在于体现效

率、促进公平，通过“提低”“扩中”，激励财富创

造，加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

会结构［13］。 具体来看，要全力推进创新创业和劳

①数 据 来 源：《义 乌 全 力 打 造 宅 基 地 改 革 试 点 2.0 版 》，

https://news.zgyww.cn/system/2021/04/22/010204455.shtml。

②资 料 来 源 ： 《湖 州 市 共 同 富 裕 试 点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 年）（缩小城乡差距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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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充分就业，千方百计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构

建低收入群体持续较快增收、中等收入群体规

模 持续扩大的新机制，完善 初 次 分 配、再 分 配

和 三次分配 协 调 配 套 的 基 础 性 收 入 分 配 调 节

机制。

1.“我们的幸福计划”促增收的金华磐安模式

浙江金华磐安县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

区县，是浙江山区 26 个加快发展县之一。 近年

来，该县立足“生态富县、生态富民”发展战略，聚

焦共富乡村、强化数字赋能、突出生态转化，构筑

创新带创业、创业带就业、就业促增收循环链，奋

力走出一条具有磐安山区特色的“六个十大”乡

村振兴的共同富裕发展之路。
磐安县聚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制定富民增

收十大创新性举措，即推动“我们的幸福计划”、
易地搬迁、“万元系列”、农家乐经济、盘活资源、
就业技能提升、发展集体经济、金融助力、“四小

经济”、“两进两回”促增收①。 其中，“我们的幸福

计划”围绕产业发展、居民增收、乡村服务、产品

营销、社会治理五大体系，构筑幸福农产、联盟、
帮促、金融、三资、山居、农校、治理、营销和医养

十大“幸福系列”场景，覆盖范围从局域迈向全

域，经营业态从生态种养到拓展农家乐、休闲旅

游等融合业态，以“我的”到“我们的”一字之增，
提升“幸福计划”的带动能力、辐射范围和覆盖

精准度。 幸福计划 1.0 版：幸福田园。 通过“生态

种养+现代营销”，推广“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订单生产模式，以生态化、标准化生产保障产

品品质，提升农户收益，形成生产销售全闭环。幸

福计 划 2.0 版：幸福家园。通过“农村资源+工商

资本”，组建“政府+村集体+开发企业+农户”利益

共同体，盘活农村宅基地、林地等闲置资源，发

展农家乐、“共享农屋”，以投资、入股、分红方式

壮大村集体经济。 幸福计划3.0 版：幸福花园。 通

过“生态保护+科学开发”，形成“四季磐安、幸福

之旅”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和“四季采摘、乐享磐

安”农业休闲观光线路，变“卖资源”为“卖风景”，

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2.“大爱鹿城”慈善品牌的温州鹿城模式

浙江温州鹿城区素有“大爱之城、文明之城、
道德之城”的美誉，50 年来，冬施热粥、夏送伏茶

的“红日亭”，早已衍化成鹿城民间爱心慈善的代

名词，被中央文明办誉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面旗帜”，并先后涌现出三乐亭、旭日亭、白鹿

亭、复兴亭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草根组

织，催生了网络热词“善亭文化”。
鹿城区重点聚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围绕

解 决困难群众、弱势群体、后发阶层需求，充分

发挥慈善事业作为三次收入分配方式在推动共

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着力改善各阶层收入和财

富分配格局。 2019—2021 年，累计募集慈善资金

3.2 亿元，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

达到 16.5%②。 第一，以“慈善+改革赋能”缩小收

入差距。推动慈善主导力量从传统组织向社会多

元组织转变，打出了改革赋能组合拳。 重构慈善

组织体系，打造全省首个枢纽型慈善服务综合

体，纵向贯通慈善工作“最后一公里”；创新慈善

载体模式，设立“低收入群体信贷互助基金”，引

导本地企业和实力温商成立各类慈善基金；迭代

慈善激励政策，构建慈善积分体系，实现“善行义

举、行善积德”可量化、可转换、可感知。 第二，以

“慈善+机制赋能”聚焦造血增收。 坚持“扶志为

先、扶技为要、扶业为本”三“为”并进，推动慈善

重心从救助贫困对象向支持低收入群体增收转

变。建立常态化的典型引领机制，设立慈善日，开

展“十大自强模范”“十大创业之星”等选树活动；
建立个性化的就业培训机制，为有就业潜力的低

收入人员量身定制职业培训方案，推行公益岗位

试就业和“回炉再培训”机制；建立精准化结对帮

①资料来源：《磐安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打造共同富裕

山区样板县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②数据来源：《共同富裕看鹿城 揭秘“大爱鹿城”的“慈善

配方”》，http://www.66lc.com/mtklc/202111/t20211129_511
57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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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机制，开展“千企结千户”先富带后富行动。 第

三，以“慈善+数字赋能”变革慈善方式。开发“慈

善鹿城”智慧大脑，推动慈善方式从线下为主向

线上线下两路并进转变。推动慈善服务智慧化升

级，打造“慈善参与一码通”“慈善积分一键算”等

场景应用；实现慈善资源高效率匹配，率先打造

边缘救助信息系统，实现供给端、需求端“双向贯

通”；实施慈善资金全流程追溯，打造慈善组织活

动信息监管平台，建立慈善捐款可查询、可追溯

的智能反馈机制。
（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

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是共同

富裕美好社会的构建基础，其关键在于加大民生

要素投入，创新服务供给模式，扩大优质服务供

给，显著提升公共服务质效 ［9］。具体来说，以均

等、普惠、便捷、可持续的服务理念，强化数字赋

能、制度创新，瞄准人民群众所忧所急所盼，更加

注重公共服务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达地区倾

斜，破解各突出矛盾和关键堵点，实现“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等目标。

1.“提升人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优质共享”的

杭州富阳模式

浙江杭州富阳区在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

与杭州主城深度融合，全部 40 项民生政策已于

2017 年底与杭州实现并轨，在人的全生命周期公

共服务优质共享上积累了较好的基础优势，如新

劳动教育模式属全国首创，智慧医疗新模式在省

市推广，打造“乐业富阳”金名片，多层次职业技

能服务特色彰显，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现

全域覆盖。
富阳区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

共享，聚焦浙江所需、富阳所能、群众所盼、未来

所向，按照“一年出成果，两年大变样，五年新飞

跃”要求，努力使“富裕阳光的美好家园”成为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最佳试点成果。 第一，深化

推进“人生一件事”。 围绕公民个人生命全周期 9

个阶段 216 个“关键小事”进行梳理分类，实现一

站式办理、一体化服务，一次不用跑，一生一档

案，终生可享用。第二，大力建设美好教育共同

体。引进主城区名校集团，全面推进城乡学校教

共体建设，加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力度，创建

成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
第三，加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加大优质医疗

资源配置，投用两家省级三甲医院；加快医学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家庭医生服务平台等数字化

改革，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和省级老年健康促

进行动示范区。第四，全面保障市民安居乐业。深

入实施“技能富阳”五年行动计划，建设“富农用

工”灵活就业场景，打造“就业超市”，推动就业供

需信息精准匹配；深化“蓝领公寓”住房租赁试点

经验，推广共有产权房、自建和改建租赁房。第五，
提升更有温度的兜底保障，依托困难群众救助“一

件事”集成联办改革试点，强化托底政策，统筹救

助资源，形成集“救助、管控、服务”于一体的社会

救助模式。

2.“构建数字化智慧型‘养、育’共富体系”的

温州瓯海模式

浙江温州瓯海区以“教育立区”，把教育当作

最大的民生、最美好的未来，举全区之力实施未

来教育创新区的建设。创新推行“互联网+健康养

老”服务模式，初步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

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

务体系。
瓯海区重点深化养老托育领域改革，注重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扩大服务供给，提升服务

质量，完善服务体系，打造满足托、育、养一体化

场景，让老人与儿童同乐互融，让每户家庭省钱、
省力、省心。全面构建数字化智慧型“养、育”共富

体系，建成“互联网+养老+托育”系统，全面打通

家园数据 信 息 交 互；坚 持 养 老 托 育 一 体 化，建

成“老、小”同乐共享生态，落实新建小区、未来社

区邻里中心等配套养老、托育服务设施用房，探

索“养老机构+托育机构”模式；创新模式建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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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参与共建共办机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普

惠性养老、托育机构建设，“1 托 N”养老联动网络

全面形成，打造 15 分钟居家养、育服务圈。
（五）打造精神文明高地

精神文明是共同富裕的精神支撑。 打造精神

文明高地，关键在于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凝聚

文化力量，提升思想境界，实现精神富有［9］。具体

措施包括：围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先行示范、
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社会治理先行示范，坚

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培育“浙江有礼”品

牌，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打造“志愿浙江”平台，
建设全域美丽大花园等。

1.“党建引领，四治融合”的嘉兴桐乡模式

浙江嘉兴桐乡市是“三治融合”实践发源地

和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成立了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嘉湖片区首个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实

验室。 其在全国率先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三

治融合”基层治理经验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被定义为新时代“枫桥经验”。

桐乡市秉承“三治融合”思想精髓，构建“党

建引领、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一是以党建

引领“四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建强堡垒、
凝心聚力、统筹资源，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

为基层治理效能。 二是以自治消化矛盾。 推动职

能归位，开展基层组织“去机关化”行动；推动协

商民主，全覆盖建立“一约两会三团”治理载体；
推动多元共治，大力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工

“三社联动”，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

务。三是以法治定纷止争。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
推进依法行政规范化，实现“诉源、警源、访源”三

源共治；推进法律服务均等化，创新法官与人民

调解员“双向派驻”“一村一法律顾问”等举措；推

进懂法用法普及化，推进“一村一品”“法律十进”
“法律明白人评选”等活动，引导形成自觉守法、
全民懂法、遇事找法的乡村法治良序。 四是以德

治春风化雨。 注重示范带动，弘扬“我自爱桐乡”
人文精神，打造“日行一善”文明品牌，推进“桐乡

好人”等道德模范选树；注重文化熏陶，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已建成市镇村三级全覆盖的“伯鸿”
品牌城市书房和乡村书屋 151 家；注重道德感

染，实行三治积分制管理，形成“让有德者有所

得”的激励机制 ［14］。五是以智治提升效率。突出

数字治理，建立“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治理模

式；突出数字监管，建立杭白菊全产业链数字管

理系统；突出数字服务，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嘉

湖一体化”通办圈，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2.“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亮丽之窗’”的绍

兴诸暨模式

浙江绍兴诸暨市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先行试验区”，始终把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作为一项品牌工程来抓，推出了迭

代升级关爱基金、全城志愿、移风易俗等特色亮

点等做法，在奔向共同富裕的路上，更有温度、更

有力量。
诸暨市以“枫桥经验”为引领，始终坚持发动

群众、依靠群众，致力于打造“诸善行、诸事和、诸

业兴”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亮丽之窗”。 一是聚焦

“文明实践干什么”。 开展理论政策走心、核心价

值普及、优秀文化传播、文明乡风培育、邻里守望

暖心五大行动，催生了“公益人人做暖心八件事”
“简办红白事”“干部证婚”“平价菜单”“公益婚

车”等基层经验。二是聚焦“文明实践怎么干”。建

立一体化推进、网格化运行、集约化统筹三大机

制，开发“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设立文明实

践银行与实践基金，定制“文明实践联名卡”，广

泛吸引企业、银行、乡贤参与冠名，完善好人礼

遇、志愿褒奖机制。三是聚焦“文明实践谁来干”。
实施党员干部带头示范、身边力量便民常驻、公

益组织专业助力、会员学员积极参与四大模式。
四是聚焦“文明实践如何干得长久”。探索建立

市村“两级基金”，引导发动党员干部带头捐、乡

贤企业爱心捐、村民群众互助捐、移风易俗农户

公益捐，不断做大基金“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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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

浙江将村社作为共同富裕的基本单元，以未

来社区和未来乡村为微观抓手，加快推进共同富

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未来社区是城乡居民居

住与公共服务高效集聚的空间，而未来乡村是立

足于乡村原有资源生态特色，嵌入数字化、生态

化等新技术元素，打造集乡村“三生融合”功能与

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于一体，宜居、宜业、宜游的

“美丽乡村+数字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善

治乡村”的综合体。《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

全省建设 1 000 个以上未来乡村，并对其特色进

行了具体概括，即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化”
建设方向，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三类”建设主

体，造场景、造邻里、造产业“三条”建设途径，有

人来、有活干、有钱赚“三有”建设定位，乡土味、
乡亲味、乡愁味“三味”建设特色，以及未来产业、
风貌、文化、邻里、健康、低碳、交通、智慧、治理

“九大”建设场景。

1.衢州衢江莲花“田园型、国际化”未来乡村

浙江衢州市莲花未来乡村已列入 SUC 联合

国可持续社区标准试点，成为全国首个建成开放

的田园型乡村未来社区。2020 年，社区共有各类产

业经营主体 150 家，常住人口达到 9 400 人，全年

吸引旅居游客 30 万人次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28 200 元、同比增长 15.1%，低收入农户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4 050 元、同比增长20.4%。
第一，空间重塑，共建镇园企村美丽家园。重

点突出规划先行。 编制《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

建设总体规划》，形成“一核一轴、一环五区”的空

间布局。坚持生态优先，牢固树立生态化理念，强

化村庄风貌管控和村庄有机更新，实现整个区域

生态和人居环境的重塑和全面提升。 第二，场景

塑造，建设宜居宜业的幸福社区。形成场景集成，
科学布局九大场景，构建教育卫生、健康养老、文

化体育、社会保障等 15 分钟便捷生活圈。善用智

慧治理，以数字治理、数字生活、数字经济为主

线，形成“1 个智慧大脑+3 条服务主线+N 个应用

场景”的“1+3+N”的数字社区运行体系。第三，产

业再造，建设产村融合的活力社区。 一是数字赋

能农业，制定《莲花乡村未来社区数字农业发展

行动方案》，对现代农业园区内 26 家规模农业主

体开展种植设备数字化改造升级，推动传统农业

向数字农业转型升级。二是壮大美丽产业，制定

《关于加快民宿提质富民扶持奖励办法》，打造

铺里高品质民宿集群，建成晴耕雨读研学基地，
创建农旅融合产业园，引进上海复旦上科公司科

教文旅综合服务项目。三是培育众创产业，大力培

育共享美食、乡村文创、传统手工艺等特色产业，
引入田园盒子、小而美集市、共享餐厅等新兴业

态。第四，社群营造，建设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
一是推动“政府主导、企业主营、村民主体”的项

目运行模式，推行和支持“自主创业、土地（投资）
入股、就地就业、收益二次分配扶持低收入农户”
等增收模式、形成“租金+股金+薪金+二次分配”
的财富分配机制。 二是优化共治共享机制，做深

做实党建统领基层治理，通过村民共治、数字赋

能、文化铸魂三项举措，充分调动村民共建共创、
共治共享乡村未来社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

构建两进两回机制，以“莲花，我的田园家”作为

主题，以“产业导入、治理创新”为抓手，留住原乡

人、召唤归乡人、吸引新乡人。

2.杭州萧山瓜沥梅林“数智型、低碳化”未来

乡村

杭州萧山区梅林未来乡村作为浙江“千万工

程”重要源起地、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首个村

级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的建立地，紧扣“共同

富裕+数字乡村+低碳发展”，在“城市大脑+未来

村庄”的总架构下，按照一体化、集成化、融合化

的建设原则，通过多重新要素赋能，构建引领乡

村振兴的生态、生产、生活“美好共同体”。
第一，健全配套升级“服务圈”，厚植共富底

色。 梅林村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加快乡村 5G 基

站建设，提升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打造集聚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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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八个“第一”的美好生活中心，积极推进“围墙

革命”“庭院革命”“保笼革命”，擦亮美丽公路、美

丽河道、美丽庭院、美丽田园、美丽池塘、美丽立

面等美丽底色。第二，三产融合扩容“生活圈”，激

活共富动能。以三产融合发展思维构建业态“投、
建、运、维”一体化的乡村发展新模式，在全面展

示工业小区、农业园区、住宅楼区“三区合一”建

设成果的基础上，以“美丽田园+”展示观光农业、
数字农业，以“技术提升+”打造爱迪尔集团“近零

碳”工厂，以“模式创新+”招引社会资本，参与加

油站运营、餐饮服务业发展等，逐步展示乡村旅

游、乡村度假、文化创意等美丽经济。 第三，数字

赋能加大“朋友圈”，让共富看得见。 以数字基建、
数字生活、数字治理、数字产业、公共服务五大集

成为抓手，架构打造“6+10+50”的梅林数字驾驶

舱，将“沥家园”服务端覆盖全村 629 户；通过数

字化手段实现对共富的全面态势监测与可视化

分析，以“5+21+X”为架构发布全省首个村级共

同富裕指标体系；实施“125”，即构建一个未来村

庄的双碳能源平台，紧盯未来能源和未来生活两

大发力方向，实现未来工厂、未来出行、零碳建

筑、未来民居、未来驿站五个应用场景，打造近零

碳村庄。

三、进一步推进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

建议

浙江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实践探索中，形

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共富典型，推出了一批社

会认可的共富理念，取得了较好的开局成效，但

也要清醒地看到探索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浙

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发展要在坚持“保障最底层、
提低扩中层、激励较高层”的共富发展导向的基

础上，把握缩小收入差距这个共同富裕的关键难

点，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

集成效应。
（一）以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农村共富

一是供给带动。 在农民农村共富进程中，城

市对农村的“反哺”既体现在城市对农村居民生

活用品设施，即“工业品”的供给上，又体现为城

市集聚的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对农村的供给

带动。打通城市与农村的双向要素流通渠道，是实

现城乡要素优势互补、城乡融合互利共赢的基础。
二是需求带动。 在新消费理念引领下，城市

对农村的需求已由保障性需求向享受性需求升

级，具体地，从以食物保障、劳动力供给、原料供

给为主的需求扩展到旅游休闲、生态保育和文化

传承等多元需求。这种需求的拓展通过城市居民

返乡路径来实现，客观上要求开发“三农三多”，
即农业的多种功能、农民的多项技能和农村的多

元价值，为农村资源就地转化、农业产销顺畅衔

接、农民就业空间拓展提供牵引力。
三是空间带动。 在农民农村共富进程中，要

重视中小城市和乡镇的集聚功能，发挥乡镇作为

连接农村和城市重要桥梁的作用，以及对农村人

口非农化、市民化和现代化的承载功能，推进农

村人口向城镇集聚与共富发展。 同时，要高度重

视乡村人口 在 乡 村 空 间 相 对 集 聚 的 城 镇 化 效

应。 优化乡村空间布局，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

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使广大乡村

成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产、村、人、文

“四位一体”，与城市群有机衔接的乡村群和未来

乡村。
（二）以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富

一是乡村产业促共富。深入实施农业“双强”
行动，加快构建地域优势凸显、业态类型多样、产

业融合深入、创新创业活跃、利益联结紧密的共

富乡村产业体系。 坚持特色化发展，优化特色优

势农产品生产力布局，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优

势产业。坚持融合化发展，促进农业“内向”融合、
产业延伸“顺向”融合、功能拓展“横向”融合、信

息技术“逆向”融合、农业与城镇“双向”融合。 坚

持绿色化发展，大力推进产业绿色化生产，激发

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加快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与转化。 坚持品牌化发展，建立健全绿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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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加强产品品牌建设，实现质量兴农。
二是农村改革促共富。 以“确权、赋权、活

权、保 权”引领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

向流动，使农村沉睡资源优势活化为发展优势，
重点深化“三变”改革、“三块地”改革和完善“四

个机制”。“三变”改革就是推进集体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不断把村级“三

资”盘活；“三块地”改革就是要深化承包地、宅基

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释放农村土地活

力。完善“四个机制”就是要完善强村公司、村庄

经营、飞地抱团、片区组团发展等机制。
三是未来乡村促共富。 未来乡村建设要深

化“千万工程”，叠加数字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

村和共富乡村的内涵。未来乡村建设要实现对小

农的带动和融入，使小农和低收入群体与现代乡

村产业发展有效衔接、有机融入，实现持续增收

和共富发展。未来乡村建设要重视乡村建设的合

理布局，既体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公平性、融合性，
又体现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空间的效率

和有效覆盖。未来乡村建设要做好“两山”转化文

章，努力实现生态优先基础上的绿色发展、和谐

发展和共富发展。未来乡村建设要创新乡村集体

经济发展思路，实现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对广大农

民持续增收和共富发展的调节作用。
（三）以“提低”“扩中”加快群体共富

一是产业就业促增收。 围绕科研人员、技能

人才、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高校毕业生、新

型职业农民等增收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扩中”
重点群体，激发其创新创业活力，加快发展第三

产业。 第三产业是最能容纳就业，且收入需求弹

性较高的领域。 从目前来看，通过以县域为载体

的城乡融合发展、城市群的扩容和乡村休闲产

业发展，推动第三 产 业 占 比 持 续 提 升，是 低 收

入 群 体 收入增加、中产群体比重不断扩大的一

条重要路径。
二是收入分配调节促增收。 在“再分配”方

面，提高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一方面，构建共富型财税体系，另一方面，重点关

注新产业工人、低收入农户、困难群体等收入水

平低、发展能力弱的“提低”重点群体，坚持开发

式帮扶、保障型帮扶并举。在“三次分配”方面，培

育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创设“慈善

积分”，营造“人人参与慈善”的社会风尚。
三是资源资产化市场化促增收。 促进乡村

存量资源向国民财富的转化，实现低收入群体对

财富的共享。重点是深化“两山”理念践行和乡村

存量资源的产权制度建构和市场化改革，推进生

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发展，使广大农村低收

入群体能在乡村资源资产化、市场化转化过程中

获得理想的收益。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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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s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Mode Analysis of Building a
Demonstration Zone for Common Prosperity

HUANG Zu-hui FU Lin-lin

Abstract: During the key period of China entering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fostering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Zhejiang province, as a demonstration zone for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exploring new paths, accumulating experiences,
and providing references. Common prosperity is essentially about "giving priority to efficiency with due
consideration to fairness regar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giving priority to fairness with due
consideration to efficiency regarding social insurance".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shore up weaknesses
in areas such as income equality, social insuranc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lif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vulnerable groups like rural residents, urban low-income groups, and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key challenge of income inequality, Zhejiang pursues common prosper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 improving incomes among low-income groups" and "expanding the middle class", and "solidifying
fundamentals, building on strengths, shoring up weaknesses, making innovations, and building
demonstration zones". Moreover, Zhejiang makes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six areas, i.e. to narrow the gaps
between reg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etween rich and poor people, to promote quality-
sharing of public services, to deliver cultural -ethical progress, and to build basic units of common
prosperity modernization. Looking forward, Zhejiang will further promote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celerate common prosperity nationwide by "improving
incomes among low-income groups" and "expanding the middle clas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zone for common prosper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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