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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egional space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ounty has a natural endowment that connects urban and rural areas.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economy are the fundamental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Ling bi County’s common prosperit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ot much improvement in the two-way flow of factors, serious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rural human resources, poor and low-level foundation of county-leve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heavy 
responsibilities for equal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an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impro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s and optimiz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da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to attract phoenix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resources; Relying 
on the actual agricultural resources, orderly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Making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infrastructure and 
empower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Party	building	to	lead	common	prosperity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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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视域下皖北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以中国安徽省
灵璧县为例
刘东风

中共灵璧县委党校，中国·安徽 灵璧 234200

摘 要

县域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地域空间，具有联结城乡的天然禀赋，推动城乡融合，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城乡发展
差距，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之策。灵璧县在实现共同富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要素双向流动没有较多改
观、城乡人力资源分布严重失衡、县域产业融合基础差层次低、公共资源均等配置任重道远、城乡发展协调机制亟需完
善。建议如下：提高资源配置方式，优化融合发展环境；因地制宜引凤还巢，提升人力资源质量；依托农业资源实际，有
序承接产业转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赋能城乡深度融合；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提升城乡融合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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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2023年宿州市委党校立项课题的阶段性成

果《灵璧县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践与路径研究》（项目编

号：SZKT2323）。

【作者简介】刘东风（1974-），男，中国安徽灵璧人，硕

士，高级讲师，从事行政管理、乡村治理研究。

1 引言

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加快推进城市和乡村的融合

发展，促进城市与农村有机整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尽快

实现新时代城乡发展平衡和共同富裕新局面。

新时代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重大命题，也是当

下灵璧县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依据和价值所在。党的

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1] 到十九大提出“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2]，再到二十大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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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地域，天然具有链接城

市和乡村的禀赋，理所应当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突破口和先行

示范区。2020 年 1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县

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

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4]。2021 年中央一

号文件又提出“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并且要“把县域

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5]。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明确“到 2025 年以县城为重要

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发展目标，要求以县城为

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6]。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充

分践行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开创性

的把中国古代朴素的反贫困思想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

新理论，并且进一步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就其本质而

言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城乡融合作为推动

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的突破口被寄予厚望，县域城乡融

合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

地处皖北的宿州市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逐渐加

大城乡规划和各项建设工作力度，以县城为中心的城市规模

和整体综合实力得到有效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进入发

展快车道。灵璧县作为宿州市辖县之一，地处皖东北，东面

与泗县为邻，西面与宿州市埇桥区连接，南面与蚌埠市的固

镇、五河接壤，北面与江苏省的徐州市铜山区、睢宁相傍。

县域面积 2125 平方公里，下辖镇 19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1

个，拥有 130 万人口，耕地面积 181 万亩。

作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淮海经济圈的一员，灵璧县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2022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明

确灵璧县成为首批进入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名单的 120

个成员之一 [7]。灵璧县通过对县城道路“白改黑”，安装路

灯亮化街道，新建、改造城区公共厕所，新增公共休闲绿地、

便民停车场等，有效解决群众“老大难”问题，提升居民幸

福指数 [8]，县城新型城镇化取得一定成绩。

2 城乡融合发展在助力共同富裕方面存在的
问题

①要素双向流动没有较多改观。由于二元城乡结构导

致各种要素流动方式总是从乡村到城市单方向流动，要素依

据市场价格很少实现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流动，导致城乡差

距逐年加大。乡村振兴主要对象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土

地规模化经营尚未形成，其中农户自己流转占比较大，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龙头企业占比较小。县境内劳动力外出到江

浙沪谋生，大量资金到城镇买房，致使农业发展资金存量不

足，政府支农资金尚无法满足乡村振兴需求。由城乡经济结

构带来的城乡社会结构还没有随着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实现

根本转变，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②城乡人力资源分布严重失衡。灵璧县作为农业大县，

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速度加快，城市对农村人才的虹吸现象凸

显，乡村出现“空心化”。农村产业发展不足以大幅提升生

活水平，乡村振兴有效劳动力短缺，现有农村从业人员科技

文化素质低，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 70％以上，劳动

力梯队结构出现断层，尤其以老龄化、女性化居多；外出务

工者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超过半数，且以低技能职业为

主，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毕业返乡创业反哺乡村为数极少，随

农忙和节假日呈候鸟式迁徙成为主流；多数农民故土难移，

只有少数高收入者在城市购房置业，获得市民身份，为下一

代在城镇求学创造条件，进一步迟滞城乡融合进程，影响共

同富裕全面实现。

③县域产业融合基础差层次低。某县近年来呈现农业

生产基地规模化和农产品加工集聚化发展趋势，主要是依托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立足于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

基地，扩大农产品附加值，大多限于为沪苏浙城市提供鲜活

农产品为主，初级加工品为辅，但城市为农村提供工业品和

其他服务尚显不足，城乡产业边界泾渭分明。在产业融合发

展中，新农人依托传统行业整合形成联合体，产业发展以村

为主，能够运用现代技术和优化管理流程引领产业融合发展

的为数甚少，严重制约融合发展空间，导致城乡融合发展层

次在低水平徘徊。

④公共资源均等配置任重道远。在现有行政体制下，

城乡体系梯次发展和城乡融合优先发展县域布局初具规模，

但城乡融合公共产品配置不尽如人意，基础设施、教育、医

疗等基本公共产品配置差距明显，尤其事关农民的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空间布局亟需改善，村级道路较窄，每逢重大节假

日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多数村小因生源不足关闭，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向镇和城市集中趋势逐年加强，义务教育发展不均

衡局面加剧；农村基础设施与现代化要求相去甚远，乡村生

态环境追求的绿水蓝天目标依然任务艰巨，美丽乡村建设仍

要负重前行。

⑤城乡协调发展机制亟需完善。县域内城乡发展协调

工作存在短板，限制乡村与城市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依

然存在，以购买住房落户城市的制度刚性抽空农村发展资

金，导致广大皖北乡村处于失血状态，共同富裕成为纸上谈

兵。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农村处于劣势，用来支持乡村发

展的资金捉襟见肘，提升全面振兴的能力有限，农业产权保

护交易制度框架没有完善，融合发展的制度和机制落实打折

扣，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基层治理体系不完

善影响城乡融合发展，加大共同富裕难度。

3 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
对策建议

①提高资源配置方式，优化融合发展环境。实现共同

富裕，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步伐，需要土地、资本和劳动力

等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不断完善，兼顾城乡资源禀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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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乡深度融合进程。土地要素方面，建设城乡统一的市

场，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途径，依法依规盘活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实现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

权分置，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权益；资本要素方面，

提升金融服务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

性、便利性和有效性，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发展农村数字普

惠金融解决农民融资难题；劳动力要素方面，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实现城乡居民平等就业，加快建立健全城市人才下乡

激励机制，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②因地制宜引凤还巢，人才振兴赋能发展。立足农村

实际，培育新型农业合作社、产业化联合体和农业龙头企业

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农村土地规模化科技化经营，深化城

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造吸引人才向农业农村转移，

塑造新时代的“农人”。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遵循市场

经济规律，创设人才回流的有利条件，推动农村劳动力结构

优化，破解农村“空心化”问题，给予农业财税支持政策，

提高农业从业者投资回报率，热爱农业的高素质人才留在农

村，城市有为青年也可以到农村创业，从而改善城乡人力资

源结构，为实现皖北共同富裕注入发展新动力。

③依托农业资源实际，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在城乡融

合发展背景下，人们的消费观和体验观从传统转向现代，城

乡发展注重低碳环保底色，经济发展转向质量主导的绿色发

展阶段。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依托灵璧县丰富的绿

色农业和旅游资源，进一步发展绿色休闲农业、康养农业、

产学研一体旅游业，把生态、生产、生活功能融为一体，把

城市成熟的工商业向乡村转移，逐步引导乡村消费结构的升

级转型，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实现城市向乡村的产业梯度转移，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城乡

二元经济边界渐趋模糊，产业集群化、融合化、交错化、生

态化将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特征，只有让农民腰包鼓起

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达成目标。

④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城乡融合提质增效。贯彻落实

共享发展理念，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背景下，通过加

强灵璧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城乡互通互联的

基础设施体系，赋能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形成可持续的国家

财政投资为主的普惠性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使城乡居民在

基本医疗、教育、养老等差距，逐步提高农民均等获取公共

服务，享受发展红利；畅通企业为主体，鼓励居民参与的农

村优质产品生产供给途径，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

设施的建设运营，保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构建城

乡融合一体化发展，开创共同富裕新格局。

⑤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提升城乡融合效能。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以基层高质量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新局

面，落细落实城乡融合发展各种政策举措，结合城乡发展实

践，及时跟进研判制度执行情况，做好协调沟通工作。保障

居民经济选择权，形成城市要素与农村土地的多种融合方

式；通过强化农业职业教育和农业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人

力资本含金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地；把服务型政

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激活城市和乡村居民的参与度、创

造力，使城乡融合发展转化为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共同

富裕，增强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建设现代化美好灵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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