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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
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举措，实施了一大批重
大项目并取得一定成效。

从地形地貌上看，青海省五分之
四以上的地区为高原，东部多山，西部
为高原和盆地，也是全国贫困发生率
最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
脱贫难度最大的深度贫困地区。

近年来，青海省统筹城乡区域协
调和城镇化发展，明确“两核一轴一高
地”区域协调发展总体布局和构建“一
群两区多点”城镇化空间体系，举全省
之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美丽城
镇”“美丽乡村”建设等，有效推进了城
乡区域发展。

几年来，全省农业农村发展有了
长足进步，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农牧区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
况没有根本改变，交通、水利、电力、通
讯及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
后、覆盖面偏低，城区、农区、牧区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缩小
城乡、区域收入差距任务艰巨，城乡融
合一体化发展任重道远。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20 年初，
青海省委省政府印发《青海省关于建

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和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的若干措施》，其中就
提出要“立足我省城乡发展基础和发
展阶段，统筹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双轮
驱动’”，“树立城乡一盘棋理念，突出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构建促进城乡规
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相互融合和
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

不难看出，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的进程中，农业农村仍然是重中之
重。因此，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
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战略，将有利于从根本上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青海全
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745
元，同比增长6.3%，增速低于农村3.9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持
续缩小。一方面，全省粮食种植面积
扩大，小麦、青稞等主要粮食价格皆明
显上涨，由此带动了农业收入的增长，
另一方面，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收
入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当前，全省各地区、各单位正通过
线上、线下等各类渠道，多管齐下共同
推动农民工拖欠工资结算，并落实企业
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做好脱贫人口、农
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多渠道稳定农
民工就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高原儿
女必然会乘着区域协调发展的东风，绘
就乡村振兴的壮美蓝图。

董 洁

以区域协调发展以区域协调发展
绘就乡村振兴蓝图绘就乡村振兴蓝图

本报记者 董 洁

离开喧嚣的都市，行走在青山绿水

间，一个个高原美丽乡村镶嵌其中，格外

炫彩夺目。7月28日，记者来到西宁市大

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向化藏族乡达隆村，

一条条干净开阔的水泥路穿村而过，一

间间房屋错落有致，一座座农家小院干

净敞亮，青葱翠绿的树木轻摆腰肢，一

幅美丽的乡村画卷让人心旷神怡。

“过去，不夸张地说，村里有个垃

圾山、臭水沟，气味很是刺鼻。村里的

道路也比较窄，会车十分困难。牲畜到

处跑，污水顺路流。”说起达隆村以前

的“容貌”村民刘生慧回忆说。

现如今，作为“地标”的垃圾山、臭水

沟等不见了踪影；年久失修、会车困难的

村道加宽了，入村道路和村内道路旁全

都安装上了路灯，道路两侧栽植上了绿

化苗木；以前的柴草垛破院落不见了，崭

新的垃圾箱、粉刷过的墙壁让人耳目一

新；以前牲畜满地跑、污水顺路流的情形

没有了，村里挖了排水沟，建成了水冲式

厕所；原来的垃圾场、荒草地，变成了村

民休闲娱乐的小游园。这一切变化皆来

自于“高原美丽乡村”项目的实施。

近年来，大通县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总抓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不断推出新措施、打开新局面，深

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打造

生态宜居的高原美丽乡村，不断提升

农民群众生活品质。

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是一场摒弃陋习的攻坚

战，更是提升乡村文明程度的实践课。

现在的达隆村，脚下是干净整洁

的村道，两侧是绿意正浓的草坪，一根

根“白净”的路灯，在夜幕降临时，能够

照亮每一个回家的脚步。而整齐划一、

洁净的外墙和描绘着各种各样景致的

彩绘，无一不体现着新时代农村的崭

新面貌。

乡村美不美、干净不干净，事关乡

村振兴的底色和成色。为此，全省各地

坚持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

活质量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任务，以农村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治理、

村容村貌提升、管护机制建设等为主攻

方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增后劲，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农民群众

的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行驶在乡间道路上，一个个整洁、

美观、宜居的村庄散落在花海绿林中，

到处绿树掩映、花草繁茂、鸟鸣虫唱，

一派美丽怡人的田园风光。

犹记得，如厕曾经还是摆在诸多

村民面前的一道难题。尤其在青海，一

到冬天，“风吹屁屁凉”成为一句戏谑

之言，却也道出了大家的无奈。春夏时

节，气温回升，又面临蚊蝇乱飞、臭味

扑鼻的尴尬。能干净地如厕成为广大

村民强烈的期待。

随着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乡村环境卫生得到明显的改

观。“以前的旱厕太脏、太臭，现在的标

准化厕所，按下水箱一冲，干干净净，这

样真好！”提起厕所改造，不少村民们纷

纷竖起大拇指点赞。

“村子变漂亮，路灯、休闲广场、环

保厕所等设施一应俱全，我们的生活真

是一天比一天好！”感受着家门口的环

境变化，达隆村村民宋菊昌连连点赞。

现如今，人们生活在花海里，徜徉

在田地间，环境越变越美；从乡村治理、

一村一特色的“蓝图”，到眼见为实的示

范小镇……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化

作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绘出一幅

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颜面颜面””靓起来靓起来
生活美起来生活美起来

本报记者 董 洁

实现“十四五”发展蓝图，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关键之举，更是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青海省大力践行协调发展理念，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和
住房供给水平，建设现代化城乡治理体系，解决了一系列发展不平衡问题，在融合互动、

协同共进的良好态势中，全省城乡区域格局和功能布局更加优化，经济实力进一步壮
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随着城乡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诗人笔下浓浓的乡愁的画面早已变成一排排整齐的
楼房、一条条笔直的硬化路、宽敞明亮的现代家装，还有富民产业带动下村民们在家门
口开办的农家乐……昔日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个小城镇、小山村因此迎来华丽变身。

乡愁不再是梦里的远方乡愁不再是梦里的远方

阡陌纵横，路网密布。短短几年，

一张波澜壮阔、四通八达的立体大交

通网在青海大地越织越密，折射出的

是城乡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发展之路。

“现在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能到

民和县城。我们家附近既有幼儿园，

还有超市等配套服务设施，生活很方

便 ，我 感 觉 现 在 城 乡 差 距 越 来 越 小

了。”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庄

乡的村民安东良说。

这背后，城乡之间的共建融合，发

生着深刻变化。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

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

现代化向农村发展，区域一体化建设

驶上“快车道”。

据安东良回忆，以前的大庄乡山

大沟深，只有一条崎岖难走的山路与

外界相连，交通十分不便。“路很窄，坑

坑洼洼的，很不好走，外面的车都不愿

意进来。”

如今，一条平坦宽阔的柏油路从

山外一直延伸到了村里。山里的农作

物 、畜 产 品 也 运 了 出 去 ，卖 上 了 好 价

钱，村民们的收入也大大提升。

在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大背景下，

城 乡 协 调 发 展 离 不 开 公 路 交 通 的 支

撑。记者了解到，2021 年，青海公路总

里程达 8.62 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

1727 公里，其中，积极推进 15 个乡镇

运输服务站建设，沿线村庄面貌焕然

一新。截至目前，全省实现了所有具

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

车，基本形成“外通内连、通村畅乡、客

车到村、安全便捷”的公路网络。

此外，格敦、格库铁路相继建成投

运，青藏铁路格拉段扩能改造工程加

快推进，我省城镇向西开放大通道优

势不断形成；西成铁路开工建设，高铁

经济对我省城市群发展的促进作用持

续显现，这些都将进一步推进城乡区

域一体化发展。

从瀚海戈壁到河湟谷地，从祁连

山麓到江河之源，无论是功能完备的

城市，还是日益兴旺的农村牧区，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络，让一座座城镇、一个

个乡村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城与

乡距离越来越近，乡愁不再是梦里的

远方。

天堑变通途 乡愁不再远

“花海边麻”“天空之镜”“美丽卡

阳”……每当青海迎来最美的季节，这

些网红景点就会在全国各地游客的微

信圈里刷屏。

走进西宁市湟中区拦隆口镇卡阳

村，莽莽青山、苍苍林海，这里有距离

省会西宁市最近的原始林区和高山牧

场。多年前，卡阳村还是青海省定点

贫困村之一。由于地处脑山地区，村

民没有增收产业，经济发展一直较为

落后。虽然村庄环境优美，然而村民

守着青山绿水却无从发力。

2016 年以来，卡阳村依托精准扶

贫计划，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打造成集健身徒

步、观光采风、体验乡趣、品尝美食

为 一 体 的 户 外 旅 游 度 假 景 区 。 几 年

间，这个“身在山中人不知”的偏僻

山村变成了“网红”4A 级景区，村

民人均收入超过万元，不少村民实现

了从贫困户到奔小康的转变，赵邦兴

就是其中之一。

“以前没有一技之长，农闲时只

能去县城打零工挣点钱，说了几个媳

妇都嫌村里穷，不愿意嫁到卡阳，现

在不一样了，十里八乡的姑娘都争着

想嫁到卡阳来。”赵邦兴显得颇为自

豪。

几年间，卡阳村美好的田园风光，

吸引着一拨又一拨的“城里人”来此寻

觅乡愁，也让村民在绿水青山中找到

了“致富密码”，卡阳村的村民们在连

续不断的帮扶政策中发现着商机，开

启了他们全新的生活。

从穷山沟变成了旅游打卡地，赵

邦兴十分感触地说：“这几年，一家人

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景区

发展起来了，我们在家门口就吃上了

旅游饭，开办的农家院每天都要接待

好几拨客人，让我在家门口就挣上了

钱，这种好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旅游业一直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的生力军。在此过程中，全省各

地因地制宜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

现代农业、科技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推

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进一步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同时，也有效推

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产业促发展 振兴正当时

“前几年，一到下雨天，臭水从小

区的井盖上溢出来，又臭又滑，一不小

心就会摔倒，只能找来自家的破被子、

烂褥子铺上。”家住西宁市城西区彭家

寨镇的盛女士回忆起前些年的烦心事

儿感慨道。

盛女士说，后来，政府通过透水铺

装、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等典型海绵设

施的投入，有效增加了小区的蓄水、吸水

能力，小区居住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这是西宁市近年来以城市建设统

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缩影。对

此，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东路片区的居

民深有感触。

几年前，一说起朝阳东路，不少人

便会联想起尘土飞扬、垃圾袋满天飞

的场景。由于辖区内建材市场较多，

这里一直是全市环境卫生整治的重点

区域。

为 了 更 好 地 发 挥“ 以 城 带 乡 ”作

用，更好地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西

宁市城北区通过提升景观环境、健身

娱乐设施、停车设施、建筑节能及屋面

立面环保，进一步完善区域内配套功

能和公共服务。

说起这些变化，朝阳东路建材家

属院的王强欣喜地说：“小区建成三十

多年了，这两年小区新修了道路绿化，

做了楼体保温层和楼顶防水，更换了

窗户及单元门，感觉比很多高档小区

都 好 ，现 在 的 城 北 区 ，真 是 一 天 一 个

样！”

的确，沿着祁连路一路向西，一条

条道路干净整洁，一处处河道水清岸

绿，一幢幢农房错落有致。走在城北

区大堡子镇、二十里铺镇的乡村小道，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美丽宜居的乡村

画卷。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综

合承载能力，西宁市加快公租房建设

以及城镇棚户区、城乡接合部危房改

造，实施城镇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不断加快构建现代化

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提升城镇公共服

务水平和承载力。

在西宁打工多年的赵玉昌由于收

入不高，多年来一直没有在西宁购房，

2020 年，她申请到西宁市城东区华盛

园的公租房，解决了多年来居无定所

的 局 面 。 她 感 叹 说 ：“ 真 是 幸 福 来 敲

门”。

站在西宁看青海，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是一盘大棋。目前，青海省正着

力实施好海东、格尔木两个国家级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进一步提升德令

哈、玉树等城市吸纳功能，加快培育

共和、同仁、贵德、海晏、玛沁、门

源、民和、互助等 8 个新兴城市，打

造 80个综合服务型、工业服务型、交

通物流型、文化旅游型、商贸服务型

和农牧业服务型重点城镇……多个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一盘纵

横联动东西南北的发展新棋局正加快

形成。

环境大整治 美景入画来

祁连风光。 蔚立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