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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如皋市

城南街道申徐村采取“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大力发展特色水蛭养殖

项目，为农民开辟增收新路

径。图为当地农民正在成品

养殖池喂食水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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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分配制度 提升消费能力

央地联手促增收 为扩内需注入源头活水

彭晃 本报记者 谢作钦

白墙黑瓦沥青路， 宅前屋后绿

意浓， 清水池塘碧波闪……走进湖

南长沙县茶乡小镇金井镇， 目之所

及是宽敞平坦的村庄道路、 错落有

致的民居，水满田畴，林翠菜丰，俨

然一幅“人在景中，景映波中”的美

丽乡村画卷。

探索治理新路径

“人行步道是亲水道， 更是绿

道， 茶余饭后大伙儿都爱来这儿散

步。”家住金井社区金井河旁的刘阿

姨表示。金井镇新建的游步道、风雨

连廊、 溪水汀步等组成了沿河景观

风光带，居民或坐在木凳上休息，或

结伴散步， 或在亲水平台上锻炼身

体，一派宜人舒适的景象。

近年来， 长沙县在河湖治理理

念、路径、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创新实

践， 全县 50 条河流、132 座水库、1

个湖泊、5.8万余处山塘沟渠等小微

水体均被纳入河湖长制管理， 实现

了管护全覆盖， 水生态环境大幅改

善。

金井镇石井村村民罗梓阳告诉

记者，原来村里的小溪清澈见底，但

随着日子渐渐红火，家里富起来了，

门前河水却变臭了。 为了治理小微

水体，长沙县出台了《长沙县小微水

体管护实施方案》，明确了管护目标

和主要任务， 将小微水体日常管护

和整治任务纳入河长制目标考核重

要内容。

金井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章李

向记者介绍， 以水为依托的各类建

设项目在茶乡小镇悄然兴起。“清茶

廉韵” 主题公园成为长沙近郊有名

的“廉政网红”打卡点；沿金井河打

造的市级美丽幸福河、 井溪美丽宜

居村庄示范片，通过修缮千年古寺、

提质古井公园、 恢复金井古茶运码

头等措施，既建设了水美乡村，又带

动了当地休闲旅游产业发展。

村民吃上“生态饭”

长沙县聚焦治水、护水、增水，

统筹推进增水、增景、增收，让净起

来、 美起来的水成为美学经济的最

佳载体， 让一条条河湖生态线变成

长沙县的“致富线”。

“五一假期天天爆满，还有从广

州、深圳过来的回头客。 ”说起自家

生意， 来自金井镇金龙村村民张勇

喜笑颜开地说：“很多客人都是从城

里组团过来， 就是看中我们这里的

好山、好水、好风光。 ”

记者在金井镇金龙村看到，大

小河湖水塘清淤贯通， 堤岸整治绿

化美化，清澈的河水不仅美了乡村，

还铺就起一条致富大道， 过去村民

“望水愁”，如今吃上“生态饭”。

湘丰村湾里屋组村民戴智勇告

诉记者：“现在村里环境变好了，一

年四季都是美景， 村域内的湘丰茶

园、三珍虎园、生态花园、猕猴桃果

园、农家菜园五大产业，带动了乡村

旅游。 我也顺应潮流开了原生态的

农家乐， 游客最喜欢这里清新的自

然环境。在屋门口看着美景把活干，

不用远离家人外出打工就能有份好

收入，幸福指数自然也就高了。 ”

这样的农家乐在长沙县还有很

多，凭借着环境优势，许多村民走上

了乡村致富路。

打造文旅融合样板

污染少了，风景多了，河流成为

传承和彰显乡镇区域特色文化的载

体， 提升着区域环境空间品质和环

境价值，增加了区域吸引力，成为两

岸村民的致富“航道”。

良好的水生态环境， 带动了长

沙县的社会经济发展， 成湖面积近

万亩的松雅湖国家湿地公园， 带动

了周边城区发展。 而以境内星罗棋

布的水库为辐射的生态休闲农业，

更是蓬勃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既要塑

形，也要铸魂。 ”金井镇党委书记刘

智平告诉记者， 精准对接市场消费

需求，把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与现

代特色农业产业相结合， 拓展延伸

产业链条， 催生乡村更多新产业新

业态，吸引四面八方游客，领略“乡

风、乡土、乡俗、乡情”，感受“乡恋、

乡思、乡念、乡愁”，把文化优势更好

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近年来， 金井镇深入挖掘本地

文化特质，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

旅融合样板，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进一步凝

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调动

广大群众投身乡村振兴大事业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目前，长沙县各镇街

以河湖水体管护治理为基础， 因地

制宜地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打造河

湖岸线产业链，做到“靠河吃河、靠

水吃水”，创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力铸造村民

实现富裕生活的“金钥匙”。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一条

美丽如画、 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绿

色之路，在长沙县蔚然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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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日前表

示，2022 年 1 至 5 月， 我国对外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 2870.6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2.3%。 其中，流向批发和零售

业投资 8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8%；

流向建筑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

领域的投资也呈增长态势。对“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8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占同期总额

的 18.4%，较上年同期上升 1.2 个百分

点。

215

万吨

我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增强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

示，2021 年，全国共产生医疗废物 140

万吨，集中处置能力超 215万吨/年，比

疫情前提高了 39%。此外，各地还储备

了较为充足的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工

业炉窑等协同应急处置能力， 可随时

启用保障应急处置， 现有医疗废物常

规和应急处置能力能够满足包括核酸

检测废物在内的医疗废物处置需求。

近三个月以来， 全国涉及中高风险地

区的市（州）和直辖市中，所有医疗废

物均得到妥善处置， 基本做到日产日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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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措做大汽车消费“蛋糕”

活跃二手车市场、 支持新能源汽

车消费、 完善汽车平行进口政策……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聚焦促进

汽车消费， 从多方面部署系列政策举

措， 预测今年增加汽车及相关消费大

约 2000亿元。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

年 5月，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92.6

万辆和 186.2 万辆， 环比分别增长

59.7%和 57.6%；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46.6万辆和 44.7 万辆，同比均增

长 1.1倍。 专家表示，会议聚焦新能源

汽车等多方面部署政策，力度大、范围

广、针对性强，下一步需持续完善汽车

产业生态，增强产业后劲。 同时，建议

大力发展汽车养护、维修、租赁等汽车

后市场业务，进一步做大汽车消费“蛋

糕”。

日前，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郭

北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300 余

亩“郭北西瓜”已陆续进入成熟采

摘期，瓜农们在田地里忙着采摘运

往市场销售。 近年来，内江市东兴

区郭北镇充分发挥“郭北西瓜”荣

获四川省优质西瓜称号的品牌优

势， 引导 20 多户西瓜种植户成立

郭北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倾力打

造品牌西瓜种植基地，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

不只是四川内江的西瓜种植

产业，河北滦南的淡水养殖、广西

罗城的木耳种植、江西都昌的光伏

发电……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积

极布局，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

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消费能力。

大力拓宽增收渠道

居民收入的高低既反映着市

场主体的运行情况，又反映着社会

消费潜力的基本情况。 2021年，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128 元，

同比名义增长 9.1%， 两年平均名

义增长 6.9%，快于人均 GDP（国内

生产总值）的增速。从收入类别看，

占大头的工资性收入增长 9.6%，

接近 2 万元（19629 元），成为拉动

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表示，应对

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需要高度

重视稳定居民收入，多措并举提升

居民收入水平。

近日，贵州省政府印发了《贵

州省促进居民增收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 年）》（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到 2024 年，城镇、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

增长 10%左右和 12%左右，城乡居

民收入比下降到 2.8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该方案提出了

9 条措施，大力实施劳动力素质提

升行动。 在提升职业教育能力方

面，提出实施中职“强基”工程、高

职“双高”工程和技能学历“双提

升”工程等政策措施；在职业技能

培训方面，提出推行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东西

部协作、实施“技能贵州”行动等政

策措施； 在产教融合平台建设方

面，提出建设一批融合试点城市和

示范基地、建成一批公共实训基地

等政策措施。

陕西省“十四五”规划提出了

“让民生福祉得到更大改善， 就业

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居民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的要求。 此

外，2021 年年底陕西省政府发布

了《关于“十四五”促进全省城乡居

民增收推动富民惠民的意见》。 如

今， 陕西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

就，发展成果惠及百姓，城乡居民

收入实现了稳步增长，共同富裕初

步显现。

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专家表示，分配方式和结构是

否公平合理，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劳

动者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关系到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会影响

到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财富的多少，

进而影响到消费市场的规模和内

需潜力的释放。 近年来，我国居民

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速，居民收入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提

高。 同时，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

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还存在中等

收入群体占比偏低等问题。

浙江省新昌县是全省缩小收

入差距领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首批试点。据新昌县委书记黄旭荣

介绍，为激活当地 30 多万亩毛竹、

板栗、 荒山荒坡等低效林业资源，

新昌计划花 3—4 年时间，通过“林

地流转、规模开发、市场化经营、金

融扶持、 期权兑现、 红利共享”模

式，用价值高、增值快的香榧改造

10 万亩低效林。 同时，新昌县政府

还与企业共同设立绿色股权投资

基金，推动企业参与到共同富裕工

作中来。目前第一个项目意向投资

已达到 1.5 亿元，计划对村一级集

体所有的 20 座绿色小水电进行技

术改造、效益提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一季

度主要经济数据显示， 分城乡看，

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832 元，实际增长 4.2%；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778 元， 实际

增长 6.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2.1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之比为 2.39， 比上年同期缩小

0.04，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

缩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

究员胡敏表示，从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保持较好增长的源头来看，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基数

相对较低， 但增速要高于城镇，也

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近年来，

中央加大对‘三农’扶持和支持力

度，尤其是对粮食生产实施较大力

度的稳价和补贴政策，激发了农民

粮食生产的动力。而在脱贫攻坚任

务完成后积极推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使得农民收入保持了稳步增

长。 ”胡敏分析。

完善分配政策措施

今年一季度， 在疫情点多、面

广、传播较强的情况下，我国居民

可支配收入能够实现 5.1%的实际

增长实属不易。哪些因素支撑着居

民收入的增长？ 专家表示，宏观经

济稳步复苏为居民增收奠定了良

好基础。此外，惠民政策持续出台，

为居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从中

央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和

对特困行业实行阶段性缓缴养老

保险费政策等政策的实施，到多地

实施省内促进居民收入实施方案

的颁布，近期国家兜底保底措施接

连出台，也为居民增收提供了有力

支撑。

“稳收入关键在于稳就业，稳

就业关键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周景彤表

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要尊重经济

运行规律， 高度重视“稳市场主

体”， 特别是要关注中小微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千方百计助力小微企

业渡过难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张福军建议， 立足新发展阶段，着

力释放内需潜力和畅通国民经济

循环，要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蛋糕”

切好分好，解决好区域、城乡、行业

等方面的收入差距问题，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一是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 加大税收、

社保、 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二

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构

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

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支持有

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

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三是要提高

调节的精准性，增加低收入群体收

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合理

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

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

结构。 （悦文）

破解河湖“水密码” 铸造致富“金钥匙”

———湖南长沙县探索河湖治理实践样本

国家发改委将推

动制定出台促进共同

富裕行动纲要， 以缩

小地区差距、 城乡差

距、 收入差距和公共

服务差距为主要方

向，构建初次分配、再

分配、 三次分配协调

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更加注重向农村、

基层、 欠发达地区和

困难群众倾斜， 深入

谋划好促进共同富裕

的顶层设计。

———国家发改委就

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副

司长常铁威

党的十八大以

来，城镇新增就业年

均超过 1300 万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超过 3.5 万元，比

2012年增长近八成，

增速快于经济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比显

著缩小至 2.5：1。 中

等收入群体的规模

超过 4亿多人。 按联

合国的标准，我国的

人民生活已经进入

相对殷实富足阶段，

每百户家庭拥有汽

车 超 过 37 辆 ， 比

2012 年翻了 1 倍还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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