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建党          周年
1921—2011，90年风雷激荡，90年艰难求索，90年奋斗拼搏，90年铸

就辉煌。中国共产党以其卓越胆识和雄伟气魄，把握时代脉搏，顺应历史潮
流，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篇章。在党的90周年华诞之际，本刊
记者分赴嘉兴、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地，沿着党的光辉足迹，感
受各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用简略的笔墨为读者呈现
各地经济社会的崭新风貌，谨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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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看嘉兴
本刊记者　张　蕊　特约通讯员　周晓军　沈　虹

一
汪清丽秀美的湖水和一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叠映在一

起，承载着中国共产党诞

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条普

通的小小游船和 13 名心怀救国救民

崇高理想的青年，汇聚在一起，开启

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

程。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游船上

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宣告中国共产党

正式成立。至此，中国革命的航船从

这里扬帆远行。

近年来，嘉兴儿女在“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

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

为民的奉献精神”即“红船精神”的

鼓舞和激励下，艰苦创业，积极有为，

嘉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丰硕成果。2003 年率先制定城乡一体

化发展规划，2008 年抓住被列为浙江

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契

机，大胆改革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

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初步

走出了三次产业、社会保障、公共服

务等方面统筹发展的新路子。2010 年

嘉兴全市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2296 亿

元，人均达到 67410 元 ；财政总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 334.3 亿元和

176.8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27487 元和 14365 元，农民收入增幅

不仅连续六年超越城镇居民，而且连

续六年居浙江首位，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缩小到 1.9:1。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嘉兴日兴，嘉禾如稻。嘉兴由农

而富，农业发展历史悠久，早在 7000

多年前就孕育出了长江下游早期的稻

作文化，如今还发展了“五芳斋”、“膳

博士”、“三珍斋”等国际知名品牌。

2010 年，嘉兴提出建设“五个一百”

工程，即争取用 5 年左右时间，集中

力量建设和培育 100 个以上粮食生产

功能示范区、100 个以上现代农业示

范园、100 家以上农业龙头示范企业、

100 家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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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知名农产品示范品牌。“‘五个

一百’的提出主要是提高农业科技含

量，推进农业的科技化、高端化、集

约化、规模化、组织化和社会化，把

嘉兴的农业发展成土地产出率、劳动

生产率和商品率高且竞争力强的现

代化农业。”市财政局局长马邦伟介

绍道。

而事实上，嘉兴财政部门在支持

包括“五个一百”在内的“三农”发展

方面，早已迈出了重要的步子。市财

政局副局长、市农发办主任夏林生介

绍，“十一五”期间，全市农业综合开

发共投入资金 9.99 亿元，用于高标准

农田建设和农业产业化推进，目前，

已建成 70 万亩“田成方、路相通、渠

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高标准农

田。2010 年，“五个一百”建设目标提

出后，市财政加大资金整合力度，省、

市、县及业主已投放现代农业园区资

金达 4.22 亿元，其中市级财政资金超

过 2000 万元，新增粮食生产功能区

16.5 万亩，启动建设 68 个省级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

嘉兴碧云花园有限公司就是其

中的一个代表。这个以生产高档盆

花、鲜切花和从事休闲旅游为主的农

业龙头企业，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步

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创造了“以生

产带动旅游、以旅游促进生产”的奇

迹，带动形成了 5000 多亩的花卉产

业，亩均产值达到 1.5 万多元。夏林生

说，财政专项资金通过引导农业龙头

企业技术改造、科技创新、扩大生产、

创建品牌等途径，使其核心竞争力得

到很大提高。

嘉兴东接上海，西临杭州，独特

的区位优势，使这里的工业经济犹如

一匹疾驰的骏马，发展十分迅速，形

成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加工销售基地、

全国最大的高档木制家具产业和全国

最大的羊毛衫生产销售基地。但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外需

的萎缩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嘉兴传

统制造业的优势日渐式微，转型迫在

眉睫。嘉兴财政部门灵活运用政策措

施，引导企业通过内部挖潜、节能降

耗、改善管理等手段化解成本劣势，

提升产业结构。

平湖广轮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就

是转型升级的样板之一。该公司利用

造纸厂污泥、河道疏浚淤泥和电厂炉

底渣 3 种废弃物资源为主要原料生

产的新型节能烧结保温砖，具备轻质

保温的优良品质，其生产技术被农业

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

列为“中国农村节能砖与节能建筑市

场化”候选项目之一。嘉兴财政部门

积极为其申请国家和浙江省专项资金

补助，同时，还对这一转型项目给予

了专项扶持。据介绍，近两年来，为

支持企业转型发展，市级财政共整合

安排专项资金 6 亿多元。并且，充分

利用财政间隙资金，与四家商业银行

合作发放中小企业信用贷款 6.2 亿元。

为促进企业转型发展，嘉兴财政

部门还通过税费减免为企业减轻负

担。2008 年以来，三次调低企业养老

保险费征收率，仅市本级为企业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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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成本”就超过 2 亿元。2008 年和

2009 年分别落实社保费减征一个月

政策，并取消或暂停征收 99 项行政事

业性收费，降低 10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标准。2008—2010 年，市本级共减免

地方税收（不含费、基金）13.2 亿元。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提高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嘉兴财政加大支持力

度。2010 年全市各级财政科技投入

7.5 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占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 2.1%。安排近

1 亿元用于嘉兴科技城和嘉兴科技孵

化城两大科技平台建设，对嘉兴科技

孵化城内新增企业、重大科技项目予

以重点扶持。出资 1 亿元设立创业风

险引导基金，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财政的支持使得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取得积极成效，“十一五”期间，

嘉兴全员劳动生产率由 6 万元提高到

11.7 万元，实施重大科技专项 133 个，

新增发明专利授权量 583 件，被评为

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市。

协调推进城乡建设

统筹发展，规划先行，嘉兴将城

乡纳入“一张图”，制定了市域总体规

划，全面实施“1640”工程，即构建以

嘉兴城区为中心、5 个县（市）城区和

滨海新城为副中心以及 40 个左右规

模适度、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环境

优美的新市镇为骨干的现代化网络型

城市。与此同时，大力推进新市镇和

新社区“两新工程”建设，将 1.7 万多

个自然村落集聚成 376 个城乡一体新

社区，形成村镇布局“一盘棋”。

“为了加快推进‘两新’工程建

设，嘉兴财政为其‘量身定制’了支

持政策。”马邦伟介绍说。建立健全

“两新”工程建设投入增长机制。市级

村庄整治建设专项资金每年增加投

入 1000 万元，2010 年达到 5000 万元。

全面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加大对农房

集聚“以奖代补”、基础设施及公共配

套、贷款贴息等的力度，2010 年全市

各级财政共安排 2.6 亿元。完善市镇财

政管理体制，扩大新市镇财权，提高市

财政对镇（街道）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城乡社区社会事务站的经费安排标准。

在全省首开先河让农村社区吃上财政

“蛋糕”，188 个农村社区一年获补 560

万元。积极探索和完善以奖代补、先建

后补等财政资金补助方式，在原有的

财政补助、补贴、贴息、以奖代补外，

发挥财政资金“乘数效应”，大力扶持

农业担保公司、涉农金融机构、农产品

展销配送中心等。截至目前，全市各

级财政向“两新工程”试点乡镇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公司注入资金达18.9亿元，

市本级就达到了9.8亿元。

正是受益于“两新工程”建设，

南湖区余新镇明星村村民徐华高家住

进了别墅。搬出旧房后，徐华高家在

镇边上自建了一套别墅，政府补贴了

14 万元。“目前，这套房子市价 100 多

万元了。”而选择公寓房安置的村民，

一般可在镇上拿到总面积相等的两三

套房子，除了自己居住，每套房子每

年还可获得 5000 多元的租金。在徐华

高的指引下，记者走进余新镇明星村

的这个“新社区”，一排排四层多高的

公寓楼整齐地伫立着，暗红色的楼体

和深绿色的围栏相映成趣。不远处绿

色的田野，公路四通八达，汽车穿行

如梭，既透出田园的情调，又有着都

市的风味，俨然一幅绚丽的都市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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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卷。

除了“两新”工程带来居住环境

的改善外，嘉兴农民开始在越来越多

的方面“享受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和

待遇”。采访中，不少村民异口同声地

说，“如今农民生活好，购物有超市、

喝茶有茶馆、健身有公园，就连垃圾

也有专人管了。” 

搞好农村事业建设，服务农民便

捷化，是嘉兴财政部门助力城乡统筹

发展的又一目标。夏林生说，让农民

在家门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农村事

业建设“要向城里人看齐”。据介绍，

“十一五”期间，全市各级财政资金用

于新农村建设高达 238.3 亿元，实施

以村庄道路、河道整治、村庄绿化、

路灯亮化、畜禽粪便污染和生活污水

治理为重点的村庄整治提升工程，共

新建改建农村联网公路 1224 公里，公

交通村率达到 100% ；新增自来水日

供水能力 113 万吨，完成管网铺设和

改造 931 公里，基本实现城乡供水一

体化 ；新增和提升绿化面积 15 万亩，

清淤疏浚河道 1.1 万公里，成功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和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全民共享  推进公共资源均等化

当记者走进南湖区余新镇普光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时，几乎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农村的办公场所 ：这幢两层

楼的建筑里，不仅有文化活动室、综

合治安工作室，还有党员活动室、消

费维权室等。先进的硬件设施、合理

的空间布局、温馨的环境，绝对不输

于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社区。

在普光社区卫生服务站里，53 岁

的村民顾秀凤告诉记者，“现在农村

也像城里人一样，有个头疼脑热在家

门口就能看了。”值班医生陆妙英告

诉记者，村民非常信任卫生服务站，

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据介绍，原

为赤脚医生的陆妙英如今吃上了“皇

粮”，每月从财政领取工资 2000 元。

目前，嘉兴已在全国率先探索建

立了新型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

度，97.5% 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保

险，人均筹资额从 2003 年的 35 元提

高到 2011 年的 400 元，财政补助额从

2003 年的 15 元提高到 2011 年的 240

元。农民年最高报销额可达 8 万元，

人均筹资水平、年门诊结报率、住院

结报率等均列浙江省第一，成为浙江

省农民看病负担最低的城市，嘉兴也

被列为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市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城乡

居民合作医疗试点城市。

同时，嘉兴还在全国率先制定实

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不但

从政策层面上将保障制度扩展到城

乡所有人群，而且使原本碎片化的城

乡社保实现了制度上的衔接。目前，

90% 以上的农村居民和 50 万非职工

居民参加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所有 70 周岁以上未享受各类社会保

障待遇的高龄老人，每月都能拿到政

府 50 元至 150 元不等的养老基本生活

补助。所有被征地农民每人每月均能

领取 550 元的养老保障金。嘉兴已率

先实现了“全民社保”。

嘉兴民生事业的长足发展，不仅

使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获得了

真真切切的实惠，而且，外来务工的

“新嘉兴人”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公

共财政的温暖。2007 年 9 月，嘉兴率

全国之先设立了新居民事务局，专职

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服务。目前，已

形成了由 1 个市局、8 个县局、76 个

所、1823 个工作站和 3585 名协管员

组成的上下联动的工作架构。为了让

这些外地人能够融入到嘉兴，嘉兴还

给了他们一个亲切的称谓——“新嘉

兴人”。嘉兴财政也不断加大投入，致

力于逐步把这些“新嘉兴人”纳入公

共服务体系，使其在劳动就业、社会

保障、居住生活、医疗卫生、计划生

育、子女教育等方面能够享受嘉兴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

张国平谈起“新嘉兴人”这个称

谓自豪不已。张国平是安徽芜湖人，

高中毕业后在外打工，十年前来到嘉

兴。最初他在一家在金属制品厂当车

工，凭着勤奋好学的刻苦劲儿，利用

业余时间钻研业务知识，考下了技师

资格，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但是，

几年前，一直舒适的生活因女儿的读

书问题，起了波澜。“想想算了，待在

这儿干嘛？在外打工不就是为了孩

子嘛？”张国平回忆说，当时，女儿

只能读农民工子弟学校，即使交再多

的钱，公立学校也不收，而且以后读

初中、高中还会面临更大的问题。当

2008 年嘉兴推行“居住证”制度改革

后，问题迎刃而解。嘉兴改革原有的

户籍制度，给为嘉兴建设作出贡献的

外来务工人员颁发“居住证”。新的

居住证分为临时居住证、普通人员居

住证和专业人员居住证三种。根据规

定，张国平可以申请专业人员居住

证，不仅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免收借

读费，符合相关规定的还可申请廉租

住房或者申购专门面向新居民的小户

型经济适用房。“政府把后顾之忧都

解决了，我在这里工作也就踏实了。”

张国平说。

为将“新嘉兴人”纳入公共服务

体系，嘉兴财政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2010 年起，市财政采取“以奖代补”

的形式，按新居民每人不低于 15 元的

标准，在专职协管员队伍建设、预防

接种等方面给予经费支持。市本级财

政每年用于新居民子女就学的投入高

达 1 亿元左右。目前正在着力解决的

住房问题，投入规模则更为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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