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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
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
强调，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
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
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
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和现代化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对于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而
紧迫的意义。

近日，“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
策 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与现
代化”理论座谈会在广西社会科学
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商
务部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
省社会科学院、中南民族大学、广
西民宗委、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
西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和广西社会
科学院的 2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座谈
会。会议由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基地主
办，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
边疆治理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创新
团队承办。会议采取线下线上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宏观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与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体系、进程评
估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等议题进
行研讨。

实现共同富裕和现代化是一个
长远目标，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
题导向分阶段推进，要针对边疆民
族地区的特点，加强对共同富裕和
现代化目标任务体系研究。中央民
族大学教授严庆认为，到 2035 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和国家
在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的关
键一步。要实现这一目标，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按现在的标准约为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2.5-3万美元。达到该标准既

要考虑支出和消费的差额，也要综
合考虑区域差异、人口规模差异等
因素。我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地
理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差异较
大，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
障区、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
文化特色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需要根据发展目标探寻差异化的现
代化发展路径。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
天华认为，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实现
现代化要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现代
化建设的全过程，要聚焦“两上两
下三富”的基本目标：“两上”即人
均 GDP 达到 2 万美元以上、城镇化
率达 80%以上；“两下”即城镇登记
失业率3%以下，基尼系数值在0.3以
下；“三富”即生活富裕、精神富
足、环境富美。按照“两上两下三
富”的总体要求，建议结合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
制定“两步走”的阶段性目标。他认
为，围绕共同现代化的内涵要求，可
以从“区域协调发展”“市场一体化
发展”“产业融合发展”“社会互嵌发
展”四个维度出发，构建民族地区
共同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

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覃娟认为，边疆民族地
区在全国“一盘棋”的发展中承载
着国土安全、生态责任、民族团
结、开放前沿等多重职能与特殊使
命，要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
性三个维度来构建符合边疆民族地
区特点和发展进程的共同富裕目标
任务体系，特别是要把缩小边疆民
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推
动绿色 GDP 核算和建立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作为衡量共同富裕目标
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和任务，并以
此为导向，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
调整完善政策法规，更好地落实精
准化、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推动

边疆民族地区走向共同富裕和现代
化。

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是推
动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要提高对其重要性和必
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要注意把握
增进共同性方向这个大前提来制定
和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的原则
及导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
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建樾认为，
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是整个国
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央多次强调要采取差别化区域政策
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差别化政策的
实施需要国家层面从边疆民族地区
发展上进行系统整体规划，要综合
考虑地区发展的差异。区域化的政
策礼包，应该聚焦地区核心需求、
瞄准重点方面进行突破，避免碎片
化。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李吉星认为，完善
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对于推动边疆
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与现代化非常必
要且十分重要，在实践过程中要特
别注意朝着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去强
化差别化区域政策的扶持力度，同
时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不同特点，
提高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的精准性
和灵活性。

广西大学教授罗树杰认为，坚
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采取
差别化发展策略，是我们党坚持实
事求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完善差
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必须走法治化道
路，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
家法律法规有效实施，支持各民族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
裕。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教授凌经球
指出，各民族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题中之义，完善差别化区域
支持政策是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和

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实施差别化支
持政策要体现出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针对性，特别是要针对特
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来制
定和实施，坚持因地制宜、因事施
策；要突出区域因素，着眼于各族
人民共享政策红利和发展成果；要
从“输血式”帮扶模式向“造血
式”支持模式转变，增强民族地区
自我发展能力。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耿新认为，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
策要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和区域因
素的关系。开展差别化区域支持政
策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区域因素
而忽视民族因素，特别是不能简单
地用区域因素代替民族因素。在民
族地区实施差别化区域政策的落脚
点，就是要实现“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不仅要关注民族地区绝对发展
水平的实现程度，也要关注各民族
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否跟得上、不掉
队。

制定和运用好差别化区域支持
政策，要立足边疆民族地区资源禀
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
加强顶层设计，支持边疆民族地区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升自我发展
能力。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广西大学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章海源认为，实施差别化区域支
持政策，既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也
要立足自身发展和区域优势。当
前，为加快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
国家和自治区都出台了系列政策
包。但出台政策并不意味着政策马
上能落地。从实践情况来看，能真
正落实的政策并不多。因此，完善
差别化政策要关注政策含金量的问
题，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可落地
性，更要关注企业、民众的获得感。

广西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杨鹏认为，边疆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仍
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甚至边疆民族
地区内部各区域发展也是不平衡不
充分的，原因各有不同。他认为，
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推动边
疆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现代
化，一是要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独特
的区位优势，着眼长远，高度重视
产业发展；二是政策支持的导向要
从单纯的“戴帽子”向“强化要素
赋能、搭建科创平台、培育优质企
业”转变；三是既要积极争取国家
层面政策支持，也要充分发挥自身
能动性，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
发展内生动力。

自治区民宗委经济发展处副处
长施儒表示，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紧紧围绕发展的

“共同性”这一目标，聚焦协调发
展、协同发展、融合发展、互嵌式
发展等问题，增进各民族共同走向
现代化的“共同性”，推进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要探索各民族共同现
代化的差别化支持政策，其前提是
朝着增进共同性的方向，一方面要
加强政策措施的研究，优化现有政
策和举措，另一方面要聚焦共同实
现现代化的难点、重点问题，强化
政策创新。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宣传处处
长、研究员陆鹏认为，实施差别化
区域支持政策，要落实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同时要明确生态大省和
经济大省的差别化责任担当。要创
新制度供给，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探索跨流域、跨省区的横向生态补
偿措施，协调和平衡生态保护地区
和生态受益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
要实施针对民族地区要素配置的倾
斜性政策，聚焦人才和数字要素，
加快补齐数据短板，缓和发达地区
对欠发达地区的人才“虹吸”效应。

（王红梅 冼 奕 覃慧宁）

贺州市地处桂粤湘三省 （区）
交界处，是大西南东进粤港澳的重
要通道，也是广西东融先行示范
区。全市共有壮、汉、瑶、苗等 42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19.9%。近年来，贺州市以打造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升级版”为契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创
新探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新
思路、新方法，培育形成富有时代
特点、具有贺州特色的“荣融互促
同心筑梦”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品
牌，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开
创新局面。

政治引领，强化党的领导和责
任担当。贺州市把党的领导贯穿民
族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印发了 《贯
彻落实 〈关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示范区推进新时代全区民

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的
分工方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纳入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
中，纳入政治巡察、政绩考核和民
主生活会剖析内容中，连续4年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专项工作绩效考评。
坚持全市“一盘棋”推进，成立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各级统一战线
工作领导小组、民族工作委员会等
议事机构进行统筹协调，构建人大
督导检查、政协建言献策、市县乡
村四级联动、各民主党派和群团组
织积极参与的创建工作格局。

聚力发展，促进民族地区高质
量发展。贺州市以凝聚人心、改善
民生作为重要使命，严格落实党中
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
不能少”的部署要求，对自治县、
民族乡，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聚居

区深度贫困问题，采取各项利民措
施补短板、强弱项、夯基础，全力
以赴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经过多年
来全市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2020 年，全市 212 个少数民族村全
部摘帽，平桂区瑶族深度贫困聚居
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摘
帽，贫困发生率从 61.42%降至零，
书写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传
奇。经济繁荣与民族交融相互促进
成为全市各族群众“五个认同”有
效增强、“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不
断深化的生动实践。

文化浸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贺州市深入挖掘悠久的历史
文化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推出
的文艺精品 《瑶山夜雨》《咏梅》

《同心房》等作品获得全国全区文艺
奖项，瑶绣刺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认定为民族特色工艺品，瑶族服

饰在冬奥会亮眼出场，充分展示了
贺州民族文化独特魅力。贺州市以
多形式多载体推动各族干部群众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例如举
办首届中国民俗美食文化节暨“桂
江榴花开”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活
动、富川瑶族自治县成立 40 周年庆
祝活动、贺州市第三届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三项计划·桂在行
动·贺州实践”系列活动等活动，成
立广西首家市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传播中心，编印 《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图本》，各
行业各领域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
不断涌现。目前全市受上级表彰的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61 个、模范
个人101人。

协作维护，保障民族团结和谐
稳定。贺州市积极探索民族事务治
理模式，与广东清远市、肇庆市、

湖南永州市共同建立边界矛盾纠纷
应急处置机制，开展“行政区域有
界线·平安边界无疆界”“省际联动
促发展石榴花开润瑶寨”等共建活
动，其中富川瑶族自治县省际边界

“五联三通”治理模式入选《全国乡
村治理典型案例》，有力维护了桂粤
湘三省 （区） 地区和谐稳定发展。
建立健全由统战部门牵头，民宗、
公安、国安、教育、网信等相关部
门参与的协调处置民族领域风险隐
患机制，纵深推进法治贺州、平安
贺州、健康贺州、清廉贺州、网格
化管理五大工程，强化风险监测研
判，坚决维护民族领域意识形态阵
地安全。近年来，贺州未发生影响
政治安全事件和大规模群体性事
件，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核心指
标排名保持广西前列。

（李积埔）

要 按 照 增 进 共 同 性 的 方 向
调整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

——“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 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与现代化”理论座谈会综述

贺州市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升级版”
擦亮“荣融互促 同心筑梦”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