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问题，始终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
步、人民的幸福息息相关。解决好“三农”问题，就
是为最广大人民利益和国家前途着想，就是对农
民多少年来为中华民族所做贡献的肯定和报答。

农业不发展，安全难保证；农村不改变，城
市难提升；农民不富裕，大国难崛起。

千难万难，归结在“三农”压力，负重前行；
解题破题，关键是“三化”协调，引领驱动。

河南“三化”协调受什么制约？城镇化发展
水平不高。

河南“三化”协调靠什么驱动？新型城镇化
引领。

民之所盼，政之所行——
“引领”，蕴含着创新，找到了破解“三化”协

调难题的战略重点。
“引领”，意味着突破，标志着我省发展战

略、发展布局正在实现重大提升。
“引领”，承载着希望，寄托着亿万中原儿女

追求幸福生活的殷切期盼。
“引领”之策，是科学发展观在河南的生动

实践。
“引领”之路，是崛起之路，希望之路，幸福

之路。

（一）城镇化正深刻地改变着河南。
当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疾驰，河南的城

镇化同样快步前行。
城市在变。楼高百尺，车水马龙，古老的都

市飞扬着青春与激情，承载起“让生活更美好”
的光荣与梦想。

农村在变。村庄变社区，农民变市民，传统
的乡村萌生着新的希望，焕发着新的生机，孕育
着新的文明。

毋庸讳言，“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差别
依然巨大，“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依然漫长。

破解“三农”症结、实现“三化”协调，是一道
高难度的全国“统考题”。河南独辟蹊径，“引领”
为先，无疑为破解这道难题洞开了一片天地。

（二）一场新的变革在中原大地发轫。
去年召开的省第九次党代会上，新型城镇

化引人注目地跃升到“三化”的首位，担当起引
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历史重任。

确立新型城镇化的引领地位，是河南发展
史上一次大胆的创新。纵观改革开放的发展历
史，在关于“三化”的提法中，从没有哪一个地方
把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定位在“引领”。

这是锲而不舍的持续探索。“厚重”河南始终
怀揣着一个“城市梦”。从“中心城市带动”到“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推进城镇化
的探索从未停歇，力图跨过城镇化水平低这道坎。

这是筚路蓝缕的开拓创新。从“离土离乡”
到“离土不离乡”，从“打工潮”到开始家门口就
业，我们破解城乡差别的尝试从未放弃，力求打
破城乡二元结构这堵墙。

这是励精图治的艰辛突破。从“多予、少
取、放活”到“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扶贫攻坚、
驻村帮扶、科技文化卫生法律进乡村，我们对

“三农”问题的破解从未停止，力争解开“三化”
如何协调这道题。

（三）“三化”难以协调发展，难在何处？
河南发展的诸多矛盾，无不归结在“三农”问题

突出；而解决的出路，无不体现在“三化”协调；而难
以协调的症结，最终都聚焦在城镇化水平低上。

城镇化水平低，制约经济结构优化。粮食
“十连增”，我们贡献大，但增产不增收，矛盾难解
扣；工业明显增强，但反哺农业远远不够；城市迅
速扩张，但带动农村能力有限；三次产业结构不
优，矛盾凸显。调整之艰难，让我们无法再拖。

城镇化水平低，导致发展动力不足。城镇
是现代服务业的主阵地，以知识为核心的服务
业正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高收
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 72.5%，
我国为 43.1%，河南则相对更低些。压力之沉
重，让我们无路可退。

城镇化水平低，势必挤压发展空间。大招商
吸引众多的行业巨头跑步进入河南。招来了“金
凤凰”，却“无枝可栖”，大量工业项目因土地指标

缺乏难以落地。形势之严峻，让我们无法回避。
城镇化水平低，造成城乡矛盾加剧。“三农”

问题严峻，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发展失衡，很大
程度上源于二元结构矛盾。我省农村居民占有
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仅为城镇居民的
1/8左右。矛盾之尖锐，让我们别无选择。

变革，迫在眉睫；创新，刻不容缓；忧患，务
必清醒。

提高城镇化水平，不能走有些国家激化矛
盾的城市化老路。道路拥堵，环境污染，“城市
病”加剧，我们要有足够的警觉。

提高城镇化水平，不能走以牺牲农民利益
为代价的歧路。牺牲了农业和农民，就失去了
发展的基础与保障，我们要有足够的警醒。

提高城镇化水平，不能走城镇与农村相割
裂的弯路。城市和农民“两张皮”，差距在拉大，
矛盾更突出，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

（四）“引领”破题，探索之路为之一新。
河南的新型城镇化，新在长远意义上的“城

乡统筹”，新在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新在
实际意义上的“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为城镇生
产生活方式”。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在河南发
展史上具有可贵的理论实践创新意义——

理论上凸显创新价值。“三化”是中原崛起
的三大动力支撑，谁来引领，关乎整个发展大
局。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源自河南省情之实、
河南发展之需、河南人民之盼。我们探索的是
后发地区的赶超之路。

实践上凸显中原特色。工业化国家的发展
历程表明，从事农业的人口下降到总人口 25%
以下，规模农业、集约农业和现代农业才能真正
实现。我们常常拘泥于“城市中心”的思维，走
不出“就农业说农业，就城市说城市”的老路
子。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用“一体五级”布局的
统一性、统筹性、关联性，破解“三农”难题，是基
于长期实践和倒逼压力之举。我们探索的是

“三农”大省的突围之路。
内涵上凸显时代特征。科学发展是关注最

广大群体根本利益的发展，改善民生是惠及最
广大群众的民生。农村环境长期变化不大、农
民生活长期改善缓慢，是发展的短板，是民生的

“洼地”。新型城镇化要把河南 6000多万农民
引领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们探索的是科学
发展的创新之路。

新型城镇化引领，体现的是先进思想观念的
引领，先进科学技术的引领，先进管理方式的引
领，先进生产方式的引领，先进生活方式的引领。

“引领”，彰显河南勇气！“引领”，凝聚河南
智慧！

（五）解一卷而众篇明，举一纲而万目张。
在“三化”协调的这盘大棋中，新型城镇化

引领恰如一招妙计，指点迷津；好比一步妙棋，
难中解围：

妙在土地资源被盘活，加快发展的束缚制
约被打破，新型工业化空间无限广阔。

妙在土地流转在加快，农业规模化经营水
平大提升，新型农业现代化动力澎湃。

妙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农民居住环
境明显改善，农村巨大市场活力激发。

妙在有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农民身份历
史性转换，开始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利，农民生活
前景美好。

…… ……
一计点拨，茅塞顿开；一子落下，满盘皆活。
新型城镇化引领如一台发动机，使条件最

差的农村获得了跃马扬鞭的动力；
新型城镇化引领如一架望远镜，使走势最

弱的农业看到了改天换地的愿景；
新型城镇化引领如一把金钥匙，使收入最

低的农民走进了实现小康的大门。
突出新型城镇化“引领”地位，并非提高城

镇化率所驱使，而是源自于经济发展战略、发展
方式和工作重点的重大改变。

（六）新型农村社区，是新型城镇化引领的
“题眼”。

华灯初上，全省最大的新型农村社区——

滑县锦和新城中心广场每天都会响起欢快的旋
律，人们在夜色中翩翩起舞。昔日“土里刨食”
的农民，如今享受着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享
受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居民们的笑声洋溢
着兴奋和自豪：“村里有企业，农民有收入，家庭
能团圆，生活真得劲。”

锦和新城模式，是破难题、找“题眼”的一种
探索。

有人曾形象地比喻，统筹城乡发展好比大
象，大家都在摸，但都只摸到某些局部，没有完
整地触及它的全部，没有深刻地揭示它的本质。

统筹城乡发展难以真正破题，原因就在于
“题眼”未定，一直没有把广大农民这一矛盾的
主体涵盖进去，没有把农民生存发展需求这一
最大的民生考虑进去。

新型农村社区，抓住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结
合点。从破解“三农”难题入手，用以人为本的
理念，解决当前“农村到底怎么办、农民应向何
处去”两个关键问题，实现城市与农村双轮驱
动、统筹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抓住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
切入点。从现阶段我省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个最
薄弱的环节切入，用新型城镇化的理念改造传
统农村格局，以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覆盖农
村，以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支撑农村，城市与乡村
的双向流动更加通畅，市民和农民身份的鸿沟
逐渐消除。

新型农村社区，抓住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的增长点。我省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愿望在城
镇化，未来发展的最大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
投资潜力也在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推
进，既扩大投资，又扩大内需，如果在全省推广
开来，将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快速拉动经济发
展。昔日沉寂之地，从此活力升腾。

新型农村社区，抓住了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
创新点。从分散居住到集中管理，社区服务机制
和协调机制有了创新的契机；从村级自治到社区
管理，社区基层民主建设有了创新的可能；从农民
身份到市民户口，户籍管理制度有了创新的空间。

新型农村社区，抓住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
产力的关键点。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学习机会，
改善生活环境，农民眼界开阔、生存技能提升，
积极性得以调动，创造性得以激发。

（七）引领之路，必将迎接挑战。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新事

物，是转变领导方式的新实践，是转变发展方式
的新作为。它不断地开拓出新气象，也会不断
地伴生新问题——

没有立足长远的意识。有些新型农村社区
的选址、规模、类型，主要是着眼当前，忽视中长
期人口结构、分布和城乡环境变化趋势，规划缺
乏前瞻性，建设缺乏长期性，管理缺少创造性，
服务缺少实效性。长此以往，不仅造成巨大浪
费，更可能危及城镇化整体战略的实施。顾了
现在，丢了未来。

缺乏历史传承的自觉。城市有城市的灵
魂，乡村有乡村的文脉。不少农村社区“千楼一
面”，缺少地域特色，对村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
不足。丢失了古村、古井、古迹，不见了老街、老
宅、老树。起了高楼，断了根脉。

存在拔苗助长的隐忧。尽管明确了“等不
得”、“拖不得”、“急不得”的工作要求，但个别地
方仍然盲目贪大求快，操之过急，失于简单，或
埋下“推倒重来”的后患，或走入“赶农民上楼”
的误区。得了“政绩”，失了民心。

（八）引领之策，重在着眼全局。
新型城镇化引领，重在构建现代城镇体系、

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五级城镇体系”如
同动力强劲的列车，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隆隆
向前时，其他四级也应提速前行。

区域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决定着一个经济
区在区域竞争中的成与败。强化郑州市的核心
地位，加快推进郑汴一体化和郑洛工业走廊建
设，中原经济区的“龙头”才能更加挺拔高昂。

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决定着一个经济
区整体竞争力的强与弱。中心城市组团式发
展、功能性布局，中原经济区的“柱石”才能更加

耸立高大。
中小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决定着一个经

济区发展潜力的大和小。依托产业集聚区壮大
县域经济，依托现代农业提升中小城镇发展内
涵，中原经济区的“基石”才会更加牢固坚实。

（九）引领之效，重在互动联动。
“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是中原经济区建设

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工业的主导地位决不会改变。新型工业化

是“三化”的核心，是带动城镇化的强大动力，是
加速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省的潜力在工
业，实力更在工业。强化工业主导，推进产业集
聚，使更多城乡居民有活干、有钱赚，新型城镇
化才有产业支撑，新型农业现代化才有充足可
靠的物质保证。

农业的基础地位决不会动摇。“三农”问题
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课题，更是“河南难
题”。我省的优势在农业，责任也在农业。稳固
农业基础，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才有源源不
断的资源保障。

产业的支撑作用决不会放松。城镇与产业
联动发展，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基本规律。
我省的发展靠产业，提升也靠产业。没有产业
支撑，城镇化行之不远。强化产业支撑，百姓才
能安居乐业，新型农村社区才能“人财两旺”。

（十）引领之道，重在遵循规律。
坚持人民意愿为上，正确处理好建设进度

和人民群众承受度的关系。如果只有干部的积
极推进，没有群众的踊跃参与，就会把建新型农
村社区“变味”成大拆大建，弥漫为圈地运动，贪
一时之功，留几世之患。群众兴致勃勃，干部推
推动动，就会对发展规律判断失误，对社情民意
洞察失准。忽视群众呼声，贻误发展良机。

坚持务实建设为重，正确处理“好”与“快”
的关系。推进不冒进，加快不加压。有条件的
地方“拖不得”，没条件的地方“急不得”，任何时
候都要坚持又好又稳又快，因地制宜，循序渐
进，稳步实施。

坚持统筹发展为要，正确处理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对社区的规划、建
设、管理和民生保障、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同步
推进，同步评估，真正使农民搬得出、住得下、留
得住、过得好，体现协调性，增强满意度。

（十一）引领之基，重在为民惠民。
对个体的农民而言，“脱村入市”也许是一

种值得夸耀的事情。但对农民整体而言，他们
的自豪感、幸福感归根结底来自利益的保障和
尊严的彰显之中；我们的出发点、立足点自始至
终放在民生的改善和民权的维护之上。

决不允许盲目蛮干，损害农民切身利益。
罔顾农民权益，会挡住农民致富的“财路”，民生
之举伤民心；

决不允许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搞成简单的
房屋置换或福利分房。住新楼失土地，会断掉
农民生存的“后路”，稳定之基不稳定；

决不允许利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之机搞房
地产开发。顾眼前失长远，会堵塞农村发展的

“出路”，惠民之策难惠民；
决不允许违规违法。失去群众信任，会失

去社区建设的“活路”，和谐之路难和谐。
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新型农村社区才有

澎湃动力。
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新型农村社区才有

强大合力。
顺应农民的美好期待，新型农村社区才有

持久魅力。

（十二）大潮澎湃处，激越看帆起。
新型城镇化引领，是一条创新之路，需要我

们披荆斩棘，不懈探索；
新型城镇化引领，是一条希望之路，值得我

们艰辛付出，开辟新境；
新型城镇化引领，是一条光明之路，期待我

们踔厉风发，奔向彼岸。
新型城镇化引领风鹏正举，中原经济区建

设前景无限！

中原崛起的强力引领
——再论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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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