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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透精神，才能感悟原理；把握精髓，
才能精准施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届五中
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篇
章，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
论新境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
见》明确了示范区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意见》精神，是指导我
们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指
南针”，必须深刻理解、精准对表。

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划时代意义。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
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
的一个基本理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党中央对扎
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迎来新的更大发展。这
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
意义。总书记、党中央把先行先试的任务
交给浙江，赋予了浙江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探路者的光荣使命。深刻理解共同富裕
的划时代意义，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战略考量和高远立意，才能带着
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
共襄盛举。

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和本
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
高度，深刻阐明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和本质要求。共

同富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
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互相帮助，普遍达到
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
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要深刻认识到，共
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集中体现，是对西方现代化和福利社会的一
种超越；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
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劫富
济贫；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的共同富裕，
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是效
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辩证统一；是“五位
一体”的全面跃升，既包括物质富裕，又涵盖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是共建共
治共享的共同富裕，不能靠政府大包大揽，
必须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深刻理解这些

重要论述，才能把握基本原则、处理复杂关
系，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和实现
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既是一项长期任
务，又是一项现实任务，并明确了“十四五”
时期、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分阶段目
标安排；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解决
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
方向，突出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不能吊高胃口、不能搞“过头事”。这
些重要论述既提出了“过河”的任务，也解决
了通往共同富裕“桥”与“船”的问题。只有深
刻理解、领会这些重要论述精神，才能牢牢
把握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目标、主攻方向
和重点任务，脚踏实地、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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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透精神，把握精髓
——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赵文君）市场监管部
门近期将在全国范围加大力度推行经营范围规范化登
记，全面推动实现企业“证”“照”电子化，强化部门信息共
享、优化办事流程。

今年7月1日起，我国将在全国范围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
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
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同时在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加大改革
试点力度。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工表示，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实施分类改革，是“证照分离”改革的核心制度安排。每一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都要确定改革方式，准确把握改革
路径，着力增强分类改革的可操作性。

各地登记机关要做好企业登记经营范围与申办经营
许可事项的精准衔接，对于“一般经营项目”，使企业领照
即可开展经营；对经营范围中的许可类项目，通过市场监
管部门“双告知”，使企业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从事经营
需要取得哪些许可证件，使有关主管部门也能够及时掌
握进入相关行业或领域新设企业的情况。

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
执照库，已有 759 万家企业下载并使用电子营业执照
7000多万次。张工介绍，下一步，要制定完善电子证照有
关标准、规范和样式，2022年底前全面实现涉企证照电
子化，推动电子证照跨地区、跨部门应用，方便企业办事。

市场监管总局：

在全国范围加大力度推行
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

金秀银杉森林公园植被繁茂、空气清
新、环境秀丽，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流淌。

地处西南大瑶山区的广西来宾市金
秀瑶族自治县是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和珠江流域重要水源地之一。2020年全
县森林面积 300 多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87.91%，居广西第一位。

记者近日在金秀县采访了解到，当
地多措并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严格保
护生态环境，打造“绿色水库”，同时积极
发展中瑶药种植、康养产业、生态旅游业
等生态经济。2019 年，这个县被生态环
境部、文化和旅游部分别授予第三批“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金秀县集雨面积 10 平方公里以上
的河流有25条，总长度1683公里，年总
径流量约25.7亿立方米，占整个珠江流
域年径流量的17.7‰。境内生物种类十
分丰富，拥有瑶山鳄蜥、金斑喙凤蝶等珍
稀动物。

据金秀县林业局局长梁茂基介绍，
近年来，金秀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一
方面严格审核使用林地面积、控制林木
采伐量，全面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
标，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
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另一方
面积极推进“林长制”试点，建立县、乡
（镇）、村、屯四级“林长制”体系，组建管
护队伍等。

当地村民们为了生存曾经不断狩
猎、砍伐，导致当地生态一度遭到破坏。
近年来，他们收起捕兽夹、砍柴刀，加入
生态保护队伍中。仅 2020 年，金秀县就
聘用1420名生态护林员，巡护管理生态
公益林、水源涵养林等。

来宾市委常委韦德斌说：“生态是金
秀的一张靓丽名片，县委、县政府不断强
化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建设，全县上下形
成‘守住绿水青山就是最大政绩’‘不以
GDP论英雄’的共识，‘绿色金秀’‘生态
瑶都’等环保品牌日益响亮。”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金秀积极践
行“两山理论”，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
经济。

金秀素有“世界瑶都”的美誉，有 104
种经典瑶药，也是全国第二大物种基因库。
全县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瑶医药材种植，提
出从2018年起利用3年时间种植中瑶药材
10.7万亩，并计划到2023年扩大种植面积
至20万亩。

金秀圣康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方式，带动周边500
多户农户种植瑶药1700亩。公司董事长李
富权说，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
件生产优质地道的瑶药材，今年计划扩种
3000亩。

韦德斌说，金秀县与南京等地合作开
展瑶医药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和品牌建
设，逐步打开东部地区市场。

曾在外地工作的“90 后”大学毕业生
汪云贵回到金秀镇六段瑶寨，发展茶叶产
业，通过网络直播推广土特产，带动村民增

收，2020 年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包括汪云贵在内，这几年六段瑶寨多名年
轻人返乡创业、建设家乡。

今年“五一”假期，金秀县六巷乡大岭
村迎来一大拨游客，民宿爆满。这个过去曾
经贫穷的瑶寨山村，依托生态环境、独特风
俗等发展民宿旅游，已成为“网红打卡村”。
大岭村驻村第一书记莫秋明说：“现在山水
和生态是村民的‘金饭碗’，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超10万元。”

金秀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介
绍，当地叫响“生态、民族、长寿”品牌，促进

“大健康+旅游”产业发展。今年一季度，全
县接待游客 115 万人次、旅游总消费达
10.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323%。

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表示，金秀县将继
续深入践行“两山理论”，进一步做大做强
生态经济，推动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再上
新台阶。

新华社南宁6月18日电
新华社记者 刘伟 何伟 孙一

大瑶山“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推动绿色发展观察

23万人，从宁夏昔日干旱少雨的南部
贫困山区，搬到一片叫红寺堡的区域，在风
沙里拓荒建设。20 多年过去了，种田的农
民在新家园成为诗人，卖玉米的姑娘成为
酒庄庄主，走出黄土地的大学生返乡创业。
移民之初那片荒漠，在勤劳双手的开拓下，
成为产业与精神的沃土。

种地的手 写出诗文

李世忠前半辈子没敢想过，自己这双
种地、拉粪、摆小摊的粗糙的手，有朝一日
能泡茶、浇花、用手机写散文和诗歌。

“搬到红寺堡后，我觉得精神上有些东
西改变了。”这个65岁的农民诗人说。

李世忠的老家在宁夏西吉县马建乡土
窝村，由于干旱少雨，父辈在地里劳作一年
的收获都不够果腹，他曾“盼雨盼得眼泪掉
下来”。高中毕业后他返乡务农，从此几乎
不再写字。

1998年，宁夏吴忠市开发建设红寺堡
区，将黄河水引入这片荒漠。23 万生活在
贫困山区的百姓陆续“逐水”而来，李世忠
也在其中。

刚搬到红寺堡时，当地满目黄沙，吃沙
子、喝浊水、平田、修渠——拓荒的艰辛，李
世忠尝了个遍。水、电陆续通了，看到玉米
拔节生长，他觉得有了奔头：“种啥成啥，只
要肯劳动，就能过上好日子。”在当地政府
引导下，他又种上附加值更高的枸杞，农闲
时还去附近打零工。

在危房改造政策帮助下，他家盖了宽
敞的新房，自来水直通后院。院子里桑葚、
枸杞、杏子生机勃勃，树荫下，儿子的白色
轿车彰显了生活的富足。

“生活不愁了，就想写点东西。”2015
年，李世忠用新买的智能手机写下《盼雨》

《长在树上的庄稼》等数十篇诗歌、散文，并
成为红寺堡区文联成员。

冻裂的手 建起酒庄

“我这双手，过去全是裂口，都不敢让
人看见。”红寺堡罗山酒庄42岁的总经理
王玲边洗茶边说。

红寺堡开发之初，专科毕业的王玲从宁夏中宁县到
此创业。“当初这里只有玉米一个产业。”她收购红寺堡的
玉米卖到中宁，再将中宁的化肥卖到红寺堡。

2007年，当地政府发补贴、送技术，鼓励移民种高附
加值、低水耗的葡萄，王玲也改种葡萄。被招商引资吸引
到红寺堡的外地酒企，将她的葡萄园作为原料基地，她趁
机跟酿酒师偷师学艺。冬季酿酒时，手被冻得裂口，染上
葡萄的紫色，她觉得很难看。

掌握了酿酒技术后，王玲自己建起酒厂卖原酒。在宁
夏“小酒庄、大产业”的政策引导下，她聘请专业酿酒师，
建起罗山酒庄，拥有了自主葡萄酒品牌。

现在，她的精力主要放在红酒销售和酒庄旅游上。她
的200多亩葡萄种植基地，每年带动附近约50人次村民
务工增收。

如今红寺堡有10万多亩酿酒葡萄基地，葡萄酒产值
达4亿元，每年带动56万人次务工增收。

“码农”的手 扛起锄头

“我们努力上学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
让家乡摆脱贫困。”34岁的“码农”薛宏伟边给枸杞树松
土边说。

薛宏伟的老家也在西吉县大山中。作为来红寺堡的
第一批移民，他经历了从“翻山越岭上学”到“家门口上
学”的变化，并考入北京的大学，毕业后留京做数据库软
件设计。每次返乡，看到父母一年到头忙着几亩枸杞地，
收入并不高，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2014年，薛宏伟抓住电商发展机遇开起网店，帮父
母销售枸杞。随着订单日益增多，他辞去工作，开始收购
其他村民的枸杞，专职做电商。

去年，薛宏伟和妻子返乡，尝试在田间直播卖枸杞，并
拍摄、剪辑妻子在田间劳作的视频“吸粉”，没想到年销售
额达到了数百万元。他一鼓作气，流转村民土地，将枸杞种
植扩至300多亩，并带动附近约20名村民在地里务工。哥
哥、嫂子学着他直播卖枸杞，一年收入也达几十万元。

“电商下沉到农村了，我们真正的事业是销售。”薛宏
伟说，乡村振兴让农村成为创业热土，一二三产业融合已
是发展趋势。最近他忙着建厂房，打算生产有自主品牌的
枸杞产品。

新华社银川6月11日电
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 黎广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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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苗歌开发
成旅游产品，唱“进”广大游客的耳朵；将
蚩尤九黎城的苗楼、苗饰“嵌入”热门网
络游戏，实现“线上宣传、线下引流”……
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重庆彭水苗族土家
族自治县借非遗助力、以科技赋能，近
10 年间，全县游客年接待量增长了 10
倍，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5倍左右，正在
实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非遗助力
“文化宝贝”正成旅游名片

“山歌不唱哦，就不开怀哟……”在国
家5A级景区彭水阿依河的青山绿水之
间，乘着竹筏，苗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任
茂淑一曲《娇阿依》悠扬婉转，余音缭绕。

在彭水，苗族民歌以口口相传的方
式流传千年，曲风或高亢嘹亮，或清脆婉
转，歌者在山水间歌唱，也歌唱着苗乡的
山水。而竹筏放歌、峡谷听音，已成为阿
依河景区核心旅游产品，吸引了不少游
客慕名而来。

“彭水既有好山好水，更有像苗歌这
样历史悠久、形态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
资源。”彭水县委书记钱建超告诉记者，
活态利用好这些“文化宝贝”，既保护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助力彭水旅游
发展的一张文化名片。

苗歌既唱在5A级大景区，也唱在武
陵山间的山村小寨。在彭水县鞍子镇罗
家坨苗寨，当地老百姓曾把鞍子苗歌唱
进了北京，拿过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的金奖。“过去老百姓唱歌，多是劳作之
余唱来解闷。如今旅游发展起来了，苗歌
唱给了游客听。”鞍子镇干部任廷国介
绍，鞍子苗歌带来了旅游知名度，让罗家
坨苗寨一年吸引近10万人次游客。

深度挖掘非遗魅力，正在增强彭水
旅游的文化吸引力。在彭水蚩尤九黎城
景区内，10 多个“金贵”的门面，没有用
来做商业经营，而是被改造成一个个非
遗工坊，集中展示着苗族银饰锻打、土法
造纸、蜡染等非遗技艺。这其中，苗族银
饰锻打非遗传承人庹俊鹖，在工坊里，将
银饰制作的融银、打磨、雕刻等流程细致
展现出来。在一敲一打之间，这里也成了
游客聚集游览的一景。

科技赋能
让文旅更有时尚感、贴近性

最近，在蚩尤九黎城景区，一条名为“九
黎秘境”的时光长廊，一经推出就成为吸引

游客的网红产品：它通过植入声光电等高科技
元素，将蚩尤带领上古部落迁徙的传说，故事
化、可视化地分成了雪山历险、陷入沼泽、飞跃
悬崖等篇章，拓展了旅游产品的形态。

蚩尤九黎城景区负责人廖昌鸿说，对
于不少人来说，上古传说晦涩、陌生，而我
们用时尚、新潮的方式表现出来，受到年轻
游客的欢迎。

“通过科技赋能，彭水文旅资源更有时
尚感、更具贴近性。”彭水县副县长赵亚告诉
记者，在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定
点帮扶单位的牵线搭桥下，彭水主动走出
去，与高科技企业合作，将彭水自然、人文景
观“上线”到游戏、娱乐等场景，又将万千网
民“下线”导流到彭水实地观光体验。

开发旅游小程序，实现一部手机“云游
彭水”；引入直播平台，将美景带给线上观
众……近年来，依托科技赋能，彭水文旅创
新迭出，成效明显。钱建超说，更重要的是，
通过与高科技企业、创意人才深度合作，让
大山里的干部具有了互联网思维、创新思
路，为文旅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善借外力
破解文旅发展的痛点

过 去 的 罗 家 坨 苗 寨 ，因 为 山 高 路

远，一度是养在深闺人不识。“现在路修
通了，寨子里的吊脚楼维修好了，游客
才进得来，苗乡苗歌才传得出去。”任廷
国说。

罗家坨苗寨的改变，是彭水文旅融合
发展，既挖内生动力，又善借外力的结果。
赵亚说，中央外办等单位在帮扶彭水的过
程中，有针对性地解决文旅发展的痛点。这
其中，针对交通等基础设施薄弱的罗家坨
苗寨，协调3000 多万元帮扶资金，重点修
建入村道路和环村步道，配套建设农耕文
化区、游乐区。

罗家坨苗寨旅游设施更健全，功能更
完善，受益最深的是当地群众。“寨子里的
人气越来越旺，咱农民的收入也越来越
高。”当地村民罗兴万笑着说，自己家里开
起了农家乐，一年收入近10万元。

近年来，彭水善借外力助推发展的
手段还有很多：为拓展旅游市场，主动搭
桥，与外省市文旅发展先进地区对接，推
动客源导流；针对人才短缺的问题，引入
高端咨询、培训机构，支持彭水培养 1 万
名乡村本土人才，助推乡村振兴、文旅持
续发展……

新华社重庆6月15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李勇 李松

非遗助力、科技赋能
——重庆彭水探索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6 月 17 日，在邢台市南和区东
三召乡西三召村一家农业合作社，
游客在采摘葡萄。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
依托区位和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推
进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融
合发展，持续提高亩均效益，带动群
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 张驰 摄

农旅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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