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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在江苏新发展理念在江苏⑤⑤

“造血”为先，高质量脱贫夯实共享发展基底

7月1日，南通市多家“强村加油站”排起长队。海安
麻虾酱、如皋富硒大米、如东白糯玉米……农副产品琳琅
满目、排列有序，车主加油就能领到当地的农产品礼包。

18个“强村加油站”每年分别获得35万元专项扶持资
金，对应帮扶54个经济薄弱村，提供农副产品加工、储运、
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绿色服务，实现线下体验、线上购
买、就近配送，打开助农增收新通道。

整合“强村”扶贫资源，提高“壮村”资金使用效率，这
不是“强村加油站”独有的扶贫思路，而是江苏多地的共同
选择。东台市61个村集体直接领办合作社经营增收，今
年夏熟作物平均带来收益超10万元，缺乏经营能力的村
集体则从农投公司经营的“基地+农户+公司”模式中获
益；在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村民们集小钱办大事，共同
出资成立镇村联合发展平台，帮促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
张家港市南丰镇利用扶贫资金组建平台公司，依托永联永
钢的优质资源，带动周边村共同致富……

江苏坚持“输血”“造血”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更加稳
固、更可持续的脱贫之路，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中秋佳节，天蓝水清的泗阳成子湖旅游度假区，游客
纷至沓来，逛市集、猜灯谜、看花灯、赏明月，体验传统文化
的韵味。

十年前的成子湖片区还是全省六大扶贫片区之一，村
民收入低，产业底子薄。为打赢脱贫“翻身仗”，成子湖社
区建设桃果示范基地，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开发成子湖
旅游度假区，伴随着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的声声号角，一幅
气韵生动的乡村振兴画卷在成子湖畔徐徐铺展。“种了一
辈子地闲不住，我家土地流转出去有租金和分红，在这里
干活还能挣钱，这样的好日子过去都不敢想。”在桃果示范
基地，陈长江老伯一边剪枝，一边乐呵呵地说。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
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在要
求。2020年底，全省254.9万农村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全
部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
安全和饮水安全保障，年人均收入达6000元以上，全面打
赢脱贫致富奔小康硬仗。

富民为要，千方百计拓宽居民增收渠道

这个夏天，扬州“人才夜市”火爆出圈。8月，月光下
的瘦西湖畔被霓虹灯点亮。一排排摊位前，招聘者“摆摊
求贤”，求职者像逛夜市一样找工作。仅一晚，扬州盛祥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电装工等20多个岗位，过半达成
意向。

“实现‘百姓富’的根本途径在于人民群众的共建共
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省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夏锦文说。就业是民
生之本，推进共享发展首先要做好就业增收这篇大文章。

十年来，全省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省从业
人员达4863万人，年均城镇新增就业达141万人，占全国
十分之一以上。今年，江苏创新出台稳就业金融服务产品

“苏岗贷”，5月以来向3638家小微民营企业精准投放信贷
资金125.8亿元。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
年来，江苏持续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行动，一系列政策
举措让群众实实在在受益，其中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
设受到各方肯定。

“三年来，我们孩子每年暑假都参加公司组织的少儿
训练营，学习娱乐两不误。”江苏唯德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陈敬纳说。常州这家公司将集体协商成果转化
为合同约定，议题涵盖工作时间、劳动保护、午餐福利、健
康体检、工资结构、产假待遇等方面。目前，常州市集体协
商机制覆盖企业超5万家、职工约100万人。

丹阳市是知名“眼镜之都”，眼镜相关企业1600多家，
从业人数超5万人。全市在眼镜行业率先推出企业“能级
工资”创新改革，既体现“多劳者多得”，又突出“技高者多
得”，职工在技能提升中增加了收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提
高了收益。

“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农民收入的大
幅提升。我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实施农
民收入新增万元工程和农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全省农村

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2021年城乡收入
比缩小到2.16：1，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盱眙龙虾的品牌效应让养殖户得实惠，比外县市的
价格每斤要高两到三块钱，亩均效益高好几百块钱！”盱眙
於氏餐饮虾神龙虾总部总经理於新凯说。今年3月，“叮
咚买菜”盱眙龙虾加工基地投产，推出的即食冷吃类小龙
虾深受消费者喜爱。有产业更有品牌，龙虾满舱，成为农
民致富的新途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建动能”不可少。我省推动基
层党建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党员在带领群众共同富裕中
发挥出先锋模范作用，在实践中形成有特色、可借鉴的共
享发展路径。

淮安市刘老庄镇是新四军八十二烈士殉国之地，村
党总支书记朱林上任后，带领村民们将红色精神转化为
实干力量，改造58个废沟废塘，建成4个千亩连片的高
效农田，革命老区成为幸福家园；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老
书记常德盛，带领群众走出“农业起家、工业发家、旅游旺
家”的新农村发展道路，赢得全国文明村等近百项国家和
省级荣誉……从实现全面小康到迈向共同富裕，农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统筹资源，聚力破解“一老一小”民生痛点

秋日的南京郑和公园，老年人三五成群，有的读报聊
天，有的对弈饮茶。2019年，南京市秦淮区将郑和公园的
一处闲置建筑提供给悦华安养机构使用，建成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如今，这里的中央厨房每天为周边50多处助餐
点提供配送服务。该机构负责人黄桂华说：“公园里不少
老人都享受到我们提供的助餐服务，这一带的老小区变成

‘养老小区’，很受欢迎。”
截至2021年底，全省共建成在业养老机构2240家、

各类养老床位74.3万张，其中由社会力量开办或经营的养
老床位占全省床位总数的70%。建成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站点近2万个，街道日间照料中心589个，老年人助
餐点7000多个，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237个，农
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数量881家，形成较为完备的养老服
务体系。

“善待今天的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南京中医
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志愿队在“时间银行”倡议书
中写道。南京在全国率先实践“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新模
式，鼓励人们年轻时通过志愿服务把时间“存”进去，等年
老后再兑换成别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南京现有街道、社
区级“时间银行”养老服务站点1300多个，累计完成订单
49.6万个。

“一老一小”关系千万家庭，痛点堵点多、保障难度
大。我省坚持一体推进“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广泛凝聚建
设老年和儿童友好社会环境的共识与合力，实现各项服务

“从有到优”。
在苏州，儿童友好的美好愿景正从规划落地为现实。

苏州工业园区锦苑小区，一处荒芜角落被改造成户外游学
花园，主题花园区、认养种植区和户外娱乐区相映成趣，儿
童友好自然博物馆令人耳目一新。“具体建什么，由孩子们
商议。”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金星苑社区书记孙小红说：

“社区举办议事会让孩子们参与，他们从一米的高度看城
市，发现很多成人忽视的东西，提升了社区的儿童亲和力。”

“谁来带娃”是阻碍小家庭夫妻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我省通过财政补贴、购买服务、提供场地、减免租金、税费优
惠等多项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普惠托育机构，帮小家庭
解决育儿之忧。十年来，我省新建、改扩建幼儿园近5000
所，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超90%，建成普惠托幼机构2600
多家。南京抚育安托育中心负责人陈玲告诉记者，在各类
政策和补贴的扶持下，目前每月平均收费降至2700元。

不落一人，编密织牢民生兜底保障网

做好民生兜底保障，是共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是衡量共享发展质量水平的“金指标”。江苏把特困供养
对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收入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四
大类群体全部纳入救助范围，有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各地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形成“享发展”

“惠民生”“强保障”的江苏实践。
“真没想到，近8000元的医疗费用，我只出了15元。”

泰州医药高新区低保户陈先生谈起去年的一次住院经历，
仍然感到庆幸。泰州市高港区建档立卡户毛先生，总计

38806.41元的住院费，基本医保报销18795.92元，在享受
当地各项待遇后，个人仅承担 781.19 元，实际报销
97.99%。泰州在全省首创的医疗救助“双预警”机制，在
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当下，“福村宝”成为农村热门话题。在南京市高淳区
漆桥街道茅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在盐城市射阳县千秋镇振
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民们纷纷前来咨询政策，按工作
人员指引缴费参保。千秋镇村民孙玉芹直夸“福村宝”是
个好政策：“减轻了看病负担，我们全家人都‘宝’了。”

“福村宝”2016年发源于江阴市，通过村民公益性互
助帮扶，成为当地城乡基本医保的一个重要补充保障。
2020年起，江苏积极推广村民医疗互助，目前该项目在全
国多个省份复制推广，被称为“第二医保”。

与医疗一样受到广泛关注的，还有住房。从淮安市开
始试点的共有产权房政策，如今规模与影响越来越大。

“我们有资格买南京市秦淮区的新楼盘了，赶快去报
名。”今年5月，淮安籍青年陈建其的女友打电话给他，激
动地说。南京今年5月推出首批514套共有产权房源，让
陈建其“在主城区安家”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由于共
有产权性质，购房者只购买80%产权，价格远低于市场上
同地段商品房。

城市居民要安家，农村居民也要安居。2018年，江苏启
动苏北农房改善工作，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牛鼻子”工程。在各地各部门努力下，
苏北农村四类重点对象危房实现动态“清零”，“三年改善30
万户”的目标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不少村庄被命名为省级
特色田园乡村，农房改善地区的乡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连云港市对标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标准，挖掘海滨特
色、提炼传统元素、增强现代功能，三年改善农房4.97万
户，品质升级但乡愁不改。在徐州市铜山区单集镇路东
村，新型农村社区路东馨村受到群众交口称赞。社区内道
路全部硬化，实现雨污分流，幼儿园、老年公寓、生活超市
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生活便捷度、舒适度大大增加。

以文化人，不断彰显共享发展文明底蕴

提高人民群众社会文明素养，让人民群众更好享受发
达的社会文明成果，是共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
江苏把建设文化强省摆上突出位置，把创新社会治理作为
迫切任务，用文化润泽文明，用道德涵养文明，用治理保障
文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文明程度
持续攀升。

文化成果，全民共享。十年来，全省文艺工作者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优秀文艺作品，话剧《雨花台》、淮剧《小镇》、电视剧
《海棠依旧》、苏剧《国鼎魂》等一批作品获得国家级大奖，
电影《守岛人》、电视剧《人世间》等深受百姓喜爱。“紫金”
文化品牌、“扬子江”文学品牌闪耀在文化百花园中，“文艺
苏军”把江苏故事说到百姓心坎上。

文化惠民，书香润心。我省率先实现农家书屋行政村
全覆盖，全省居民综合阅读率超过90%。“朱自清读书节”

“秋白读书节”“胡瑗读书节”“韬奋读书节”……江苏各地，
阅读蔚然成风。2019年，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书
香江苏”品牌，焕发出无穷的魅力与光彩。

在企业社区、田间地头，有一群特殊的“明星”，他们各
展所长，从快板剧到微视频，或唱或说或舞，每次出场都自
带“引力场”。他们是江苏的“百姓名嘴”，用有趣的形式、
通俗的语言，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既要

“富口袋”又要“富脑袋”，我省各地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春风化雨深入人心，在全社会树
立起向上向善的风尚。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江苏把全省8500多
万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共享发展的汩汩动能。
奋进新征程，江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握新
发展阶段规律特征，不断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
性，让人人都享有勤劳致富、奋斗圆梦的机会，让人民群众
的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让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强富美
高”新江苏成为8500万江苏人民的幸福家园。

新发展理念在江苏·共享发展调研组（组长：省社科院
党委书记、院长，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副主任夏锦文；成员：省民政厅秦锐，省人社厅汤
兴华，省卫健委吴苏凌，省社科院方维慰、吕永刚、赵锦春、
孙运宏，新华日报社袁媛）

共享为本，交出更有温度民生答卷
□ 新发展理念在江苏·共享发展调研组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

江苏考察，对民生问题有着深深的牵

挂。在镇江市丹徒区世业洲，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关心居民增收和就医情

况；如今，岛上生态农业红红火火、“小

病不出岛、大病有依靠”成为现实。在

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习近平总书记

买下村民王秀英制作的中药香包，笑

着说“我也来捧捧场”；如今，小小香包

绣出美好生活，成为村民致富的“金荷

包”。在南通五山滨江片区，习近平总

书记称赞曾经脏乱差的环境发生了沧

桑巨变，感慨“这样的幸福生活是你们

亲手建设出来的，是大家一起奋斗出

来的”；如今，五山及沿江地区已蝶变

为让人流连忘返的休闲观光胜地，成

为南通的“城市名片”。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重要指示

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

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务，

把75%以上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投入

到民生领域，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创

造高品质生活，实现更高水平的民生

“七有”，交出更有温度的民生答卷。

南京抚育安研创园奥尔夫音乐课堂南京抚育安研创园奥尔夫音乐课堂。。（（省卫健委供图省卫健委供图））

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时间银
行”志愿队成员上门服务老人。 （受访者供图）

海安市大公镇贲巷村，镇卫生院医务人员为村民
提供义诊服务。 翟慧勇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宿迁市宿豫区来龙镇龙西居新貌宿迁市宿豫区来龙镇龙西居新貌。。徐瑞徐瑞 摄摄（（视觉江苏网供图视觉江苏网供图））

夜幕下的扬州瘦西湖夜幕下的扬州瘦西湖““人才夜市人才夜市””。。
（（省人社厅供图省人社厅供图））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市民在城市书房静心阅

读，品味书香。 司伟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宿迁市泗洪县金锁镇，农户入住新农房。

陈玉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