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城聚产、以产兴城、产城融合，促进
产业、人流向县城集聚。《报告》建议，突出

“产城人”融合，增强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
的能力。优化产业园区布局。强化产业
的就业功能。大力发展县城服务业，促进
农工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强化就业创业
支持。

县域产业园是县城重要载体的组成部
分，是发挥县城龙头带动、辐射乡村、促进
增收作用的主阵地。但目前县域产业园
存在“小散弱”问题，具体体现在规划面积
小、布局分散、招商成效有待提高等方面。

“坚持以城聚产、以产兴城、产城融
合，促进产业、人流向县城集聚。”《报告》
建议，加大连片整合力度，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打造 20平方公里左右的整体产业园
区，配套产城融合的基础设施，提升招商
引资竞争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县域特色产
业集群，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联农带农富农，创造
更多的就业岗位等。

省政协常委曹志伟建议，鼓励引导民
营企业到县城投资增设分公司，吸纳就业
人口，通过建设产品批发集散市场和线上
交易平台、建设特色产业园等投资，发展
第二、第三产业。

《报告》还建议大力发展县城服务业，
促进农工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突出历史
文化特色，推进旧城更新改造和县城商贸
设施建设。开展县城商业焕新行动，盘整
传统市场、传统街区老旧物业等，以浓厚

的商业氛围聚拢人气。鼓励有条件的县
建设高级星级酒店，加快推进农工商文旅
体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打造如环南昆山—
罗浮山片区休闲康养基地、扒龙舟等文旅
体产业。

为了解决建设资金的问题，《报告》
也建议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多
元化的投融资体系。比如强化政府主导
作用，提高融资统筹力度；优化财政资金
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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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
镇化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
代化全局、深刻洞察城镇化内在规律和城
乡关系演进趋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日前，广东省政协围绕省委部署要求，开
展“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助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常委
会专题议政。自今年4月初以来，省政协
主席林克庆亲自向省、市、县三级政协作动
员部署，率队开展实地调研，多次主持召开
专题会议深入研讨。全省政协系统上下联

动，省政协 10个专委会及57个县（市）政
协同题调研，四级政协委员广泛参与，深入
基层调查研究。广纳真知灼见，深入建言
资政，邀请省直有关部门、民主党派、专家
学者和相关研究机构深度参加，百名政协
委员参与调研并提交书面意见建议，形成
了《关于“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
镇化建设，助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专题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为推动
“百千万工程”加力提速、形成城乡融合发
展新格局凝智聚力。

省政协充分发挥调查研究的
扎实功底，马不停蹄地开展了历
时近 3个月的深入调研。省政协
各位主席会议成员均按省政协党
组要求，结合定点联系市县工作，
亲自带队深入2个以上的县（市）
开展调研。其中，省政协副主席
邓海光带领调研组到江门、云浮、
惠州和揭阳等4市7县开展调研，
省政协副主席张嘉极带队到梅州
开展调研，农业农村委单独到韶
关、阳江等地开展调研。在农业
农村委实地调研的 15个县，调研
组都和县委书记、县有关部门召
开了座谈会，深入探讨县城城镇
化的突出问题，了解各县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倾听他们对解决问
题和困难的想法，并召集参加调
研的委员讨论碰撞思路。

在各专委会支持下，此次调研
共发动了28名全国政协委员和165
名省政协委员参加实地调研或提出
意见建议。目前住粤全国政协委员
和省政协委员反馈了97篇书面建
议，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与前瞻
性的意见和建议。据不完全统计，
市、县两级政协也组织了900多人
次的政协委员参加当地调研。

15 个市 57 个县积极配合调
研工作，各市县政协均按照林克

庆主席在动员会上的要求，结合
当地实际自主开展调研，形成了
一批市、县调研成果报送当地党
委和省政协。调研组共收到13个
市、48个县提交的调研报告，从不
同的侧面剖析了当地新型城镇化
建设存在的问题，并向当地党委、
政府提出推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一些市县的调研报告还经过县委
书记审定后报送省政协农业农村
委，形成了全省上下三级政协共
同开展调研的生动局面。

为了交出一份扎实的调研报
告，《报告》历经数次修改最终成
形。5 月 31 日，林克庆主席专门
开会听取调研报告起草工作汇
报，并就《报告》的修改工作作出
了明确的指示和要求。《报告》几
经修改后提交秘书长办公会议审
议，又再次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
改。6月 6日，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好林克庆主席的指示要求，邓海
光副主席就《报告》起草中存在的
县城医疗、教育如何高质量发展
等重点难点问题，专门召集省卫
生健康委、部分县卫生局长、县医
院院长和省教育厅、部分县教育
局局长、中学校长召开了两场专
题研讨座谈会，进一步深入剖析
问题，商讨对策……

2018 年-2023 年，全省县域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40.66%提高
至45.81%；57个县（除南澳县外）
均已建立省产业园，创造就近就
地就业机会；57个县城均可在30
分钟内上高速公路，平均用时 15
分钟。

《报告》指出，近年来，广东不
断加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
兴战略，县域城镇化呈现加快趋
势。2018年-2023年，全省 57个
县（市）城镇常住人口由1449.1万
增加到 1628.1 万，县域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由40.7%提高到 45.8%，
五年提升了 5.15 个百分点，高于
同期全省和全国增长率 1.54 和
0.45 个百分点。以县城为重要载
体的新型城镇化呈现以下一些新

特点：一是县城承载人口数量不
断增加；二是县城建成区面积不
断扩大；三是产城融合速度加快；
四是县城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不断改善。

《报告》也指出了当前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虽
然近年来县域城镇化步伐加快，
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
题：一是县城规划建设的质量和
水平亟待提升；二是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的质量水平亟待提高；
三是县城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迫切需要补短板强弱项；四是
县城产业集聚、产城融合仍需强
化；五是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改革
亟待破题；六是县域投融资机制
亟待建立健全。

县城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突破
口。今后到 2035 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
期，又是重大机遇期，迫切需要对加快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做出
新的重大部署和安排。对此，调研组共提
出7方面29条具体建议。

如何让更多人来到县城、留在县城，
提高县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报告》建
议，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认识，把大
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以人为本的新
型城镇化，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和乡村
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加大力度推进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力争在县城
区建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取
得新的重大突破。分类施策，准确把握县
城的建设定位和发展方向。强化县委书
记第一责任，提高目标导向和考核指标的
精准性。

为了更好地解决“留住人”这个突
出问题，《报告》建议突出以人为本，建
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切
实保障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创新农
业转移人口县城住房供给机制。深化
居住证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综合配
套 改 革 。“ 要 高 度 重 视 人 口 落 户 等 工
作，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水
平，让县城非户籍常住人口与当地户
籍人口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省
政协常委、省总商会副会长黄俊辉如
是建议。

如何避免“千城一面”？县城的规划

和风貌建设也很关键，《报告》建议坚持科
学规划引领，不断优化县城生产生活生态
布局。坚持“一县一策”，挖掘自然地理
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在县城的公共空间
规划、建筑和景观设计中发挥自然格局优
势、融入特色文化元素，打造各具特色的
县城风貌。

为了更好地解决基层设计能力有限

的问题，《报告》建议省级层面指导各市
在现行“百千万工程”对口帮扶的基础
上，建立高校规划设计单位、央企省企设
计建造企业参加的规划设计建设单位联
盟，及时为各县提供规划设计建设方面
的技术支持，在新建区域中打造经得起
时代考验的特色新城，展现岭南独特的
气质风韵。

教育是民生之基，医疗是民生之需，
均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解决了教育
医疗问题，就能大幅度提升县域的吸引
力。《报告》建议，突出城乡融合，提升基础
设施配套和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进
一步提升县城教育医疗水平。

如何推动县域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让每个学生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省政协调研组在《报告》中建议，实施
名校带动战略，深化珠三角名校与县城学
校的对口组团帮扶、托管帮扶，先行在 15
个试点县探索开展名校结对办学。新建
小区要按规定配置学校，结合老旧小区改
造适度扩大办学规模。

《报告》指出，县城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有待加强。57个县（市）达到三甲医院水
平的仅10家，集中在普宁、高州、罗定等6
个县，缺乏高水平医生是各县三级医院进
一步提升的关键。“一些县城医院的设备
并不落后，但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在县里
看病，而会跑到市区看病？因为他们认为
当地医生的水平达不到市区医生的水
平。”不少参与调研的省政协委员都意识
到了这一问题。

提高医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
方便就医。多位委员建议省市三甲医院
与县中心医院开展联盟合作，设立分院
或将县医院交给省级三甲医院托管；用

好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人才资源，鼓
励引导退休医生到县城及副中心城镇再
工作和生活。

《报告》建议，医疗上，鼓励有条件
的县，按三甲医院建设目标，建强县级
综合医院、中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并重
点围绕县城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
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儿童
和新生儿救治中心“五大中心”专科建
设、医院财务内控管理等方面深化组团
式帮扶，提升县城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水
平。建议省统筹建设远程诊疗、检测结
果共享、影像云平台等全省统一医疗信
息平台。

A建议 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调研 广大委员积极参与
三级政协共同发力

现状 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由40.66%提高至45.81%

B 突出城乡融合
提升县城教育医疗水平

C 突出“产城人”融合
增强产业支撑能力

位于梅州兴宁市叶塘镇的广州天河（兴宁）产业转移工业园 资料图片

调研组在韶关市调研 省政协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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