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观平：统筹黄河流域城乡协调发展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带，其城乡协调发展一直备受关注。金观平的文章深入剖析了黄河流域在新时代背景
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指出，黄河流域涵盖多个省份，涉及城市与乡村
的多元经济形态，城乡差距仍然显著。如何缩小这一差距，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首
先，黄河流域的城乡协调发展需以生态保护为前提。黄河流域生态脆弱，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
质量。金观平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加强生态修复、推动绿色农业和低碳工业，构建城乡共生的生态体系。例如，
沿黄地区可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既保护环境，又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推动乡村经济振兴。这种模式不仅能优化城乡
资源配置，还能为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其次，城乡协调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完善。文章提到，当前黄河流域
部分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公共服务滞后，这限制了城乡间的经济联系。金观平建议，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完善交通
网络、供水供电设施及数字化服务，以提升乡村的承载能力。同时，城市应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支持，助
力乡村融入区域经济圈。例如，河南、山东等沿黄省份可依托中心城市，建设城乡一体的产业园区，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促
进城乡经济互动。此外，教育和人才的流动是城乡协调发展的核心。金观平指出，乡村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导致人才流向城市
，乡村发展缺乏智力支持。为此，应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完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流乡村创业。同时
，城市应与乡村建立人才交流机制，通过专业技术人员的下乡指导，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升级。这种双向流动的人才模
式，将为黄河流域的城乡融合提供持续动力。在政策层面，文章呼吁建立健全城乡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金观平建议，政府应
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如税收优惠、土地流转改革等，激励企业投资乡村项目。同时，要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
居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差距。通过政策引导，激发市场活力，形成政府、企业、居民共同参与的城乡发展新格局。金观平
还特别提到，黄河流域的城乡协调发展需因地制宜。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差异较大，需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例如，宁夏、内蒙古等上游地区可重点发展生态经济，而河南、山东等下游地区可依托工业基础，推进
城乡产业协同。唯有精准施策，才能确保黄河流域整体发展质量的提升。最后，文章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城乡协调发展不
仅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金观平呼吁，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居民对城乡融合的认知，鼓励社会组织和
志愿者参与乡村建设，增强城乡居民的归属感和获得感。只有形成全社会合力，黄河流域的城乡协调发展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总之，金观平的文章为黄河流域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涵盖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人才流动、政策支持等
多个维度。这些建议不仅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也为其他区域的城乡融合提供了借鉴。未来，随着政策落实和各方努力，黄河流
域有望实现城乡共荣、生态与经济双赢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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