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四大工程”
作出更大贡献

徐州市泉山区人大常委会以实施

“四大工程”为主要抓手，汇聚起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泉山新实践的智慧力量，为

高质量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核心功

能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泉山新实

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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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看点

大美神州

泛珠三角区域加速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把握新时代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要求

巩 义 竹 林 记

本报讯 记者张海莺报道 日前，泛珠三角

“9+2”各方在贵州省贵阳市达成共识：强化重

大战略引领作用，加速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

局。这是各方共同确定的年度重点工作内容

之一。

近日，以“奋进新征程，合作开新局”为主题

的2023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

议在贵阳召开。会议听取了2021年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以来，相关工作推进

情况和泛珠秘书处工作报告，通报了关于2023

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有关事

项的审议意见。会议决定，2024年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由云南省承办。

会上，泛珠三角“9+2”各方行政首长围绕

“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协同完善产业链和供应

链；打造多式联运体系，构建高效畅通物流网

络；共同推进‘东数西算’，促进数据增值、激发

数据要素价值”等议题进行了互动讨论，表决签

署了《2023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

会议纪要》，共同确定了7项年度重点工作：一

是强化重大战略引领作用，加速构建区域协调

发展新格局；二是推动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持续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三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四是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加强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协作；五是

加强市场一体化建设；六是共同推进区域生态

文明建设；七是推动政务服务及社会事业合作。

会议指出，本次会议是泛珠三角“9+2”各

方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

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重要举措。

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

要之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冲刺阶段。

在新的一年里，泛珠三角“9+2”各方要坚持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继续深化区域协作，携

手拓展经济纵深，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迈进，以高水平

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通过深

化泛珠合作，务实推动港澳更好地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泛珠三角区域是以珠江水系为纽带，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相连的省区连为

一体的经济合作区域，包括福建、江西、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等9省

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简称“9+2”。

拥有全国约1/5的国土面积、1/3的人口和

1/3的经济总量，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发

展潜力的地区之一。

2004 年，经国务院批准，“9+2”各方

在广州推动建立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并形

成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机制，每年举行一

次。19年来，泛珠各方在重大战略联动、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互补协作、生态环保、

社会事业等各领域全面深化合作，结出丰

硕成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正式上升为国

家战略。

尤其是自 2021 年行政首长联席会议

以来，泛珠区域内联动发展加速成势。长

江中游城市群、珠江-西江经济带等实现

高水平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丝路”海运

等战略大通道多向联通，能源互联互通互

济合作不断加强，产业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加快构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加速实施，

内地9省区推进首批165项高频政务服务

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本报编辑整理）

新闻多一点

什么是泛珠三角“9+2”

水量充沛的珠江滋养了南方大地，也勾勒出泛珠三角区域的壮丽空间。图为珠江穿过广州市区（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李 波 摄）

□ 欧阳慧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现实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

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

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

系”。必须深刻理解新时代区域协调发

展的战略要求，找准主要发力点。

立足新阶段明晰新要求

我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更好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对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

更高要求。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把握区域协

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高

质量发展中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

自然资源禀赋差别很大，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是客观现实。着眼于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在加快区域

发展的同时紧抓“协调”二字，在发展中

促进相对平衡，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西部大开

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

率先发展，统筹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统筹重点开

发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能源资源地区等

地区发展。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把握

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

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

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经济

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

实现循环流转，打破各地自我小循环，

畅通国内大循环。在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中，需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

为主体形态，因地制宜打造区域经济增

长极；以城乡融合发展为重要路径，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

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真正形成全

国统一大市场为抓手，推进各区域合理

分工、优化发展，全面打通城乡循环、区

域循环的卡点堵点，大力提高国内大循

环的覆盖面。可以说，只有实现了区域

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才能更广

阔、成色才能更足。

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

把握区域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区域经济发

展分化态势明显，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

益突出，部分区域发展面临较大困难。

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

趋势比较明显，“大城市病”问题仍待进

一步破解。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生

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

在发展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和制约，发展

的平衡性协调性仍需进一步提升。这

些都需要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加以

解决。

□ 谷亚光

四十年了，我一直做着同一个梦，可是，这

梦若即若离，始终抓不住、看不清。机缘巧合，

今年麦收前夕，我从北京市乘高铁穿越千里平

原，跨过黄河，来到久负盛名的河南省巩义市竹

林镇之后，这梦忽然变得清晰了。

竹林之夜

据了解，竹林镇原为竹林村，古时因此地

盛产翠竹而得名。改革开放以后，竹林村工业

快速发展，随之合并周围若干村庄，升级为竹

林镇。

目前，该镇已形成制药、耐火材料、铁路配

件、电子为主的工业体系，在河南省属于响当当

的工业名镇。

在国道边下车，带着沉重的行李，费力地爬

过一段高坡，就是我住宿的竹林宾馆。宾馆陈设

简朴，整洁干净。我把行李放下，下楼到周边转

了一圈，发现宾馆处在一座大山北坡，四周绿树

竹林环绕，清幽静寂，旁临巍峨的镇政府礼堂，

东西远处皆有上市公司遮蔽于山坡林间，山上有

千年古刹、千年黄连树，还有《西游记》里描写过

的崇山峻岭、美景奇观。

竹林街道上极少见人，人们都在工厂、企

业、商店、旅游景区或家里忙碌，闲来无事者，必

非本地人也。竹林无闲人，这是我在竹林期间

的感受。白天街道不热闹，夜里如何呢？

入夜，我与同室居住的青年诗人马崎睿一

起外出散步，沿街行约三五里路也没碰到几个

人，后来爬上高坡，在一个山巅公园里才发现了

一处人气旺盛的所在。

那是一处露天舞场，昏黄的灯光里，人影摇

曳，约有百人在跳一种交谊舞，优美的舞曲伴着

成对男女优雅的舞姿，让来自北京、上海的我

俩，仿佛置身大都市的舞池边，不知今夕何夕。

竹林人不是完全的经济人，他们的精神文明程

度，也许从那夜间的露天舞场上乐与舞的和谐

中露出了一点“峥嵘”。

夜深沉，我与马崎睿结束诗与散文的讨论，

慢慢进入梦乡。山里的夜晚应是宁静的，何况

林深树密，星月隐耀之时，可是，我在睡梦中分

明听到了水塘里的蛙鸣，咕呱、咕呱，哇、哇，一

声、两声、三声，渐渐响成一片。朦胧中心想，该

麦收了，难道青蛙也知道？辛稼轩有词曰：“稻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在黄河之滨、杜

甫故里，却是“小麦黄芒颗粒圆，听取蛙声一片”。

好在竹林的青蛙知趣，仅仅热闹了一阵，让

我这睡眠不深的客人领略一番之后，就敛声匿

迹。天刚欲晓，勤勉的布谷和灵巧的黄莺就起

来了，在天空中，在树林间，或飞翔，或跳跃，那

婉转的歌喉，一个赛过一个，一点也不顾客人是

否已经睡醒。

文化沃土

在这块中原腹地的周边，有许多中华文明

的遗存。有距今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有

春秋战国时期虢国的王族墓穴，有唐朝诗圣杜甫

的故里和唐朝大诗人刘禹锡的故居，有宋代的

王陵和宋朝名臣包拯、寇准的陵墓。

这是一片文化的沃土，这里绵延着千年的

文脉。有一天，我和70多位自称贤人雅士者观

瞻了历史上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红铜雕像，那

各具神态，栩栩如生的铜像，向我们传递着魏晋

的流风余韵。我站在清雅幽碧的竹林边，面对

这些文采风流的前贤，仿佛听到了激越的广陵

散在遥远的天边遗响，又仿佛听到了叮叮当当

的打铁声。

在濛濛细雨中，我与河南作家余海涛、娄渊礼、

冯卫党等人一起拜谒了杜甫故里。我在杜甫

爬过的千年枣树下流连，我在杜甫诞生窑前踟

蹰，那巍峨的笔架山直刺着苍天，那葱茏的庭

中树在雨中幽咽，隐喻着杜甫的高志和压抑

的人生遭际。当将要离开那个大院的时候，

我被杜甫的坐像深深地震撼了，他满脸的忧

郁和哀愁，真实再现了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忧国

忧民的心境。

一部杜甫的诗集其实也是杜甫的一部心

灵史。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中华诗性文化

的巨大向心力吸引我们这一群文学追梦人自觉

汇聚到了这里，接受来自京城和各省诸位文学大

咖的“甘霖”，我们想在浩荡的文学潮流中添一

份力、加一点水！耿占春、乔叶、李春雷、王剑冰、

柳建伟，分别从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角度

进行了精彩的演讲。许多新人感觉受益匪浅，

不虚此行，那些连续听了七八届、甚至十几届的

老生们更是诠释着文学传承的魅力。

水润青山

在实地采风时，相关人员介绍，远古时期，

竹林这片地方，山林茂密，大象成群。可是曾几

何时，这里变得干旱少雨，山石不毛，当地人民

连吃水都很困难。竹林人民在领头人的率领

下，在国家、省、市政府的帮助下，投入巨资，北

引黄河之水，化解了吃水之困。

终结人与水矛盾的终究还是人。天地因

人心而变，荒山秃岭也能变成绿水青山。竹林

今日的风貌，一点也找不到昔日干渴时期的影

子了。

长寿山风光已成竹林的一张“名片”，来竹

林不登长寿山肯定是一种遗憾。在当地领导的

盛情邀约下，我们一行爬了一次长寿山。去长

寿山的路上，先经过一个风情古镇，古镇上店铺

林立，以吃喝摊位为多，天南地北风味小吃林林

总总，可是生意清淡，因为疫情刚过不久，小镇

游人仍稀少。少有游人的风情小镇，倒是给我

们这帮文人提供了自由观赏的机会。武人李拔

祠堂前吸引了几个武术爱好者合影留念，唱大

鼓书的雕像旁也有几个女作家拉手拍照。最热

闹的是桐君堂前，大门两边的一副对联吸引了

众人的目光，“红曲红参红花红枣红红火火，紫

草紫苏紫菀紫贝紫气东来。”宜阳县作家协会主

席冯清利发表评论说，“前面的草药对的还好，

但最后四字对的不很工整，如果请我拟稿，保证

比这对得绝妙！”

穿过风情小镇，我们乘电瓶车直奔万寿山

深处。随着山势上升，路两边各类乔木和低矮

灌木覆压了山石，满目青山，无有杂色。

作家诗人们在一座写有“五连池”三个大字

的牌坊前下车，步行踏访长寿山。“五连池”是

由人工开凿而成，池内水清如蓝，水莲娇羞。

在其中一池的南端立有一座白色大理石仙女

塑像，仙女美目流光，昂首望向远方，似在寻找

人间的爱情。在高处的另一清池中立有一座

似南海观音的石像，在迷蒙的云雾中，那观音

似乎一手持着净瓶，一手拈着柳枝，把甘露洒

向最美的人间。

众人拾级而上，在揽胜寻幽中，天公似乎有

意游戏，唦、唦、唦地下起了小雨。很快，山色空

茫，雨雾缭绕，高处白云堆岭，石阶险峻。近处

雨打树叶，哗哗作响。我虽然打着伞，鞋子和衣

裳还是很快湿了近半。

小雨没有减少登山者的兴致。有的人见山

岭景奇，兴奋异常，远远走在前面；有的人气喘吁

吁，艰难爬行，汗水早已浸透了衣衫。行进中，听

人说，此山原为一座矿山，几年来，国家和地方投

资百亿元，把废弃的矿山打造成了风景胜地。这

一番大作为，也许只有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才会

有，那气魄适合一个词，叫“宏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竹林人正用勤

劳的双手和智慧的雄心在践行着一个伟大的理

念。青山叠翠，绿水流泉，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相信，秋天又是另一番景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竹
林人正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
雄心在践行着一个伟大的理
念。青山叠翠，绿水流泉，美丽
画卷徐徐展开，相信，秋天又是
另一番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