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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融合是在新阶段、新形势下提出推动乡村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更是当下推动乡村振兴的必然要

求。贵州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业基础深厚，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差异限制了贵州的发展，但近年来在

中央政策和地方各界的大力支持之下，贵州不断自我探索创新，城乡融合水平显著提高，但提升空间仍

然巨大。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黔东南州和黔西州的城乡融合水平进行剖析，比较其在城乡融合中的

异同，提出以城乡基础建设融合和城乡公共服务融合为基础，以城乡要素融合和城乡经济建设融合为重

点，以城乡文化融合和城乡制度融合为保障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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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ut forward new ideas and concepts for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and under new conditions, and i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current promo-
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Guizhou is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vince with a solid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The long-term urban-rural duality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Guizhou.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central policy and local communities, Guizhou has 
continued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by itself, and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mprovement is 
obvious, but the room for improvement is still hug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valuation in-
dex system to analyze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and Jiangxi 
Prefecture, compare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pose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s are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and the urban-rural 
economy, the focus is on building integrat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ystems as a development path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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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将以往“城乡统筹”改成了“城乡融合”这一新的表述[1]；2019 年 4 月，新

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强调要重

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2]；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

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3]；2020 年 5 月，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大力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4]。这一系列的顶层设计都说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贵州是农业大省，

传统农业深厚的根基阻碍了城市化的步伐，但是随着近年来贵州依托大数据、旅游、新兴农业等产业不

断发展，城乡融合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尤为明显。大力推进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事

关少数民族同胞福祉，是当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2. 城乡融合的概念和内涵 

关于城乡融合的思想最初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得以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有

过这样的论述：“一个民族的生产能力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该民族分工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物质

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分工形成的根本原因，

社会分工的发展又必然导致城市的发展和扩大”[5]。从该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导致城

乡分离的原因，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必然导致城乡的融合，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必然要经历对立到融

合的过程。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在《共产主义原理》首次提出城乡融合的概念，指出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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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将会使得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会被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所取代。农业会给工业提

供原料，而工业会给农业提供技术支持，二者相互促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生产要素会在城市和乡

村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大大提升生产力[6]。 
由于在历史上我们国家优先发展工业，对农业实行统购统销，户籍实行等级制度等诸多原因，导致

城市与乡村长时间的分离，农业远远滞后于工业，农村在教育、医疗、收入、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均与

城市有较大差距。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今天，城乡二元机构已经大大阻碍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阻

碍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因此，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也是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步。 

2.1. 城乡融合的概念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城乡融合一直是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学

者刘彦随(2018)从地理学角度出发，将城乡融合系统分为地域、市域和县域三个方面，认为城乡融合就是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文化等持续发展的过程[7]。高波、孔令池(2019)从经济学的角度出

发，通过对 28 个省份 2003~2015 年面板数据的计量研究，认为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基础设施融合对城乡

融合的促进力更强，指出城乡融合应从城乡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考量，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

作，加强政府引导，探索符合地方特色并且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8]。此外，从社会学角度出发

的一些学者认为城乡融合是指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二元分割的格局，使得城乡之间

的生产要素能够合理地流动，促使城乡之间的资源合理地布局分配，逐渐地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从而

实现城市与乡村能够融为一体，协调发展。从制度论出发的一些学者认为，城乡融合就是不断依靠政府

改革制度，逐渐实现城乡之间自然融合发展。如于晓华、钟晓萍、张越杰(2019)就从土地政策改革出发，

认为农业农村虽然在不同阶段相应得到了发展，但是无法改变每一阶段土地政策更多支持了城市经济发

展[9]。从文化论出发的学者认为，文化融合是城乡发展的前提和桥梁，是城乡融合的生命。 
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城乡融合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更是一种新的理念。

其具体的内涵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础建设融合、公共服务融合、经济发展融合、要素融合、文化融

合、制度融合。城乡融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城乡只是功能定位不同，没有高低之分；二是

城乡应立足自身优势，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三是城乡融合的本质是消除城乡居民的待遇差异；四是城

乡融合最终是使得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种自然生态和制度生态的有机统一。 
国外诸多研究中，关于城乡融合的代表性思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为代

表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首先提出了二元结构模型，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早期，存在两个彼此独立又

相互联系的经济部门，即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

部门延伸的过程[10]。另一种观点是以英国著名城市学家霍华德为代表的“田园城市”理论，霍华德认为

应将疏散拥挤的城市人口和振兴农业作为解决当时英国城市问题的途径，主要做法是将城市和农村的土

地进行统一管理，从而形成适当的城市族群[11]。从刘易斯和霍华德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共同点都是

认为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农村必然在未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乡村优势建设美丽乡村将有利于城乡要

素的合理流动。 

2.2. 城乡融合的内涵 

城乡融合的主要问题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能达到一种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境界。本文

将城乡融合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空间融合；二是发展融合；三是观念融合。具体包括基础建设融

合、公共服务融合、文化融合、经济建设融合、要素融合、城乡制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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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建设融合。城乡基础建设融合不只是一种静态的融合，更是一种发展和动态的融合，它既是

一种现状，又是一种发展完善过程。它既包括道路、供电供水、垃圾处理的发展完善，又包括信息、广

播电视、互联网协调推进。有统筹城乡的路网，畅通交通运输，使得城市和乡村可以更好更快地衔接；

有统筹城乡的供水供电网络，更好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有覆盖城乡的网络通讯设施，使得城乡

之间的更方面快捷交流。 
2) 公共服务融合。城乡公共服务融合事关乡村百姓福祉，是城乡融合的本质要求。主要包括：一是

健全的城乡教育均衡机制。让好校长好老师流动起来，提升乡村教师待遇，从制度上保障农村教育质量；

二是城乡医疗服务均衡。完善的乡、村级卫生院条件，改变“大病小病城里跑”的现象；三是完善的城

乡社会救助制度。对于特殊人群照顾城乡不应有过大差别。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就是要推动公共服务向农

村延伸，建立惠及全民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 
3) 要素融合。城乡要素融合是使得城乡之间的人才、资金、产业、信息能在两者之间自由流动、平

等交换。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壁垒严重阻碍了城乡要素的合理交换，在发展初期对于城市的发展有

促进作用，但是从长远的来看，同时也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也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更加贫穷。要素融合

不应该是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抢占农村，而应该是以培育农村市场主体为主，推动乡级、村级多元

治理，使得城乡要素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4) 经济融合。城乡经济融合就是要形成城乡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经济关系。其形成的基础应该是

城乡之间应该有合理产业的布局，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各要素的合理流动。鉴于城乡长期形成的

二元格局，应加强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但不要对其进行严格的干预和控制。乡村应发展自己的特色

产业，着重把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有机结合，形成一种既相互配合、又各有特色的产业发展经济有机体。 
5) 文化融合。文化融合是城乡融合的灵魂，是精神层面的融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之间存在诸

多差异，不仅是户籍、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的不同，更是造成了农村居民心理上的劣势感。乡村的原生

态文化原本是中华民族灿烂的瑰宝，但是却被很多人认为是贫穷落后的象征，不能将有特色的文化传承

发扬，更不能将其变成经济效益。应该将农村的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特色产业，加快推进特色城镇建设，

抓实城镇产业支撑。 
6) 制度融合。城乡制度融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应建立覆盖城乡的统一制度；二是建立的

城乡统一制度应该更加成熟定型。城乡制度当中还有很多是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如户籍制度、

土地制度，只有加快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才能使得城乡之间的资源要素能够合理流动。制度设计应

以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重点，建立惠及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为依托，使得城乡在统

一的制度环境中协调发展。 

3. 贵州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总体状况 

对贵州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总体状况进行考察选取的对象为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其主要原因有

三：一是贵州民族自治地方有 3 个民族自治州、11 个民族自治县，情况较为复杂，悉数分析存在困难；

二是获得统计数据较为方便；三是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在经济总量上差距不大，易对比分析。通过分析

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相关指标，了解黔东南州自 2011 年至 2020 年与黔西南州 2012 至 2020 年的城乡融

合发展状况(由于数据缺失)，同时对两州城乡融合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其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差异，

以此来提供促进贵州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 

3.1. 指标和方法 

城乡融合发展包括基础建设、公共服务、要素、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多个方面，是一种整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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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进、多方面协调发展的生态。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体系选取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经济和

文化四个方面，如表 1 所示。运用统计分析法对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自身的城乡融合状进行分析，剖析

近年来城乡融合趋势，并结合两州自身的情况对两州城乡融合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其差异，总结归纳贵

州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发展路径。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表 1. 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城乡融合 

城乡文化融合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人均中学在校学生数 

旅游收入与 GDP 之比 

人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城乡经济融合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农业占 GDP 比重 

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系数 

城乡基础建设融合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率 

水泥产量增加率 

城乡公共服务融合 
人均病床数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预算支出比重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官网和统计局，主要是来自两州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2. 黔东南州城乡融合总体情况 

地区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黔东南州 GDP 从 2011 年的 383.63 亿元

增加到 2020 年的 1191.52 亿元，增长了 2.1 倍，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增长；旅游总收入从 187.29 亿元增加

到 719.76 亿元，增加了 2.8 倍；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为 54.3%，其中旅游业有很大促进作用。 
黔东南州旅游业发展与上海及重庆等主打的都市旅游存在差异，更多是依靠其原生态民族特色文化。

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加深了城市和乡村的交流互动，旅游总收入占 GDP 之比越高，说明城乡融合的状

况越好。黔东南州旅游总收入与 GDP 之比从 2011 年的 0.49 增加到 2020 年的 0.60，城乡融合趋势良好。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也从 2011 年的 46.7%增加到 2020 年的 57.8%，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到城市就

业，加深了城市和农村的联系；农业占 GDP 比重在 9 年间没有明显的变化，一直保持在 20%左右，但是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年间，一直保持在稳定的水平，说明农业总体发展良好，这是由于对农业的大力扶

持以及发展产业农业和特色农业的原因。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系数反应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能从很大

程度上直接反应城乡融合的水平，对比系数从 2011 年的 4.06 减小到 2018 年的 2.16 (2019、2020 年数据

缺失)，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明显减少。 
人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年末常住人口)和人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能从一定层度上反应城乡文化融合的情况。黔东南州人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从 2011 年 0.66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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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增加到 2019 的 1.06 个百分点(由于 2020 年减少一所普通高等学校)，主要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接

受到了高等教育。人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在 10 年间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从 2015
年开始，贵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较大程度的增加。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10 年间平均保持在

20%左右，教育在比较均衡地发展。 
黔东南州人均病床数逐年增加，从 2011 年的人均 0.0034 个床位增加到 2020 年的 0.0078 个床位，医

疗服务设施也不断改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预算支出比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

为 2014 年以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往农村水事务和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更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率前几年增

加迅速，后几年由于基数增加较为平稳。水泥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重要的材料，在 10 年间按照平均每年

24.8%增加率增加，增加迅速十分迅速，从一定程度上反应黔西南州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长十分迅速。 
总体来说，黔东南州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十分良好，融合潜力十分巨大。无论是从城乡消费水平对比

系数，还是从旅游收入与 GDP 之比和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都能明显看出，当然这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但是总的来说，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和经济融合对于城乡融合的贡献率较大，而

文化融合中的旅游收入与 GDP 之比对于城乡融合的贡献率十分大。 

3.3. 黔西南州城乡融合总体情况 

黔西南州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2 年的 462.3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353.40 亿元，增长十分迅猛。旅游

收入与 GDP 之比从 2012 年的 0.147 增加到 2018 年的 0.575 (2019、2020 年数据缺失)，特别是在后四年

中变化速度更快。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前三年保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后四年增长较为明显，这与

旅游总收入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农业占 GDP 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16.29%增加到 2020 年的 18.4%，呈现

较为平稳的农业发展生态。 
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系数从 2012 年的 3.01 减少到 2020 年的 2.08，年均消费水平对比系数减少 0.103

个系数，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系数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减少趋势较为明显。人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从

2012 年的 8.02%增加到 2020 年的 10.30%，呈现一种缓慢的增长趋势，说明普通中学在城乡融合中的作

用程度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人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从 2012 年的 0.41%增加到 2020 年的 0.77%，

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上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主要是与其它公

共预算的财政支出相互协调的结果，但是总体上对于城乡融合的贡献呈现较为平缓。 
人均病床数从 2012 年的 0.0033 个增加到 2020 年的 0.0070 个，年均增加 0.00037 个。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占比财政支出总体上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这是由于公共财政对于其他公共预算的支出比例有所增

加，主要是农林水务、交通运输和科学技术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加 29.83%，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和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较大，这也从侧面说明城乡融合的程度逐渐加深；其中水泥产量年增加率为 17.75%，

增加迅速，水泥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原料，为推动城乡基础建设融合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上来说，黔西南州城乡融合程度态势良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从 2012 年

的 14.71%增加到 2018 年的 57.54% (2019、2020 年数据缺失)，增加速度十分迅速，这其中说明了黔西南

州发展旅游的巨大潜力，也说明了通过旅游促进城乡融合的充分可行性。基础建设的飞速发展给城乡之

间搭起了桥梁，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和文化的稳步发展给城乡融合注入了镇定剂。 

3.4. 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对比分析 

通过对比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城乡融合总体现状，发现其存在诸多相似和差异。就相似来说，首先，

两州在基础建设方面均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这主要是两州基础建设较为薄弱，且要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

流动必须要加强基础建设；其次，两州在公共服务融合方面也是比较相似，呈现一种缓慢推进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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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州在人均普通高等教育人数呈现一致的增长趋势，注重提升高等教育受众。就差异来说，第一，

两州旅游总收入与 GDP 之比虽然都增加十分迅速，但是增加量的有所不同，黔东南州有较强的旅游业基

础，近年来实现旅游的飞跃式发展；而黔西南州从 2012 年的 67.99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509.01 亿元，

虽然增速也很迅猛，但是增加总量与黔东南州仍有较大差距，且差距越来越大；第二，黔东南州第三产

业占 GDP 比重保持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而黔西南州则保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可以看出，旅游业

对于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第三，两州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系数虽然都最终在一个比较相近的水

平，但是变化的趋势却不尽相同，黔东南州变化效果较为明显。 

4. 贵州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路径选择 

通过对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城乡融合发展状况(图 1)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一

是在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民族自治地方推进城乡融合必须要先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城镇化；

二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给予民族自治地方充分社会保障；三是优先发展文旅产业，挖

掘民族自治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要以城乡基础建设融合和城乡公共服务融合为基础，打破城乡之间的空

间壁垒；以城乡要素融合和城乡经济建设融合为重点，为城乡融合提供物质需求；以城乡文化融合和城

乡制度融合为保障，破除城乡之间的思想观念差距。 
 

 
Figure 1. Road map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Guizhou 
private-owned autonomous regions  
图 1. 贵州民资自治地方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图 

4.1. 以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和基础建设融合为重点，实现城乡空间融合 

贵州由于其独特的地形地貌注定了贵州城市的密度很低，使得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这种情况在民族

自治地方显得尤为突出，以城带乡的作用并不明显，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尽快建立较为完善的

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资源的空间布局上要更加合理。尽管现如今农村基础建设水平有

较大提高，但是仍远远不够，特别是仍然缺少完善的高速路网、高铁路网、铁路网，这些对于城乡融合

的带动作用更加有效。国家应加大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础建设投资，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

施建设，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同时，应该注意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首先，应该

逐渐实现从幼儿到基础教育的城乡教育均衡化。其次，应该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覆

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统筹农村各类社会群体和各类保障待遇。第三，加快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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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应该充分挖掘农村居民当地就业的潜力，培训职业农民[12]，减少人才外流，鼓励农村人才返乡创业，

对返乡创业人员加大政策、资金、技术支持。通过实行更加均等的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为城乡要素

流动铺平道路。 

4.2. 城乡经济发展融合和城乡要素融合为重点，实现城乡发展融合 

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关键在于促进城乡产业合理布局。其目的是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的各自产业优

势，形成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发展局面。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城市要为乡村服务。城市

有着较为完善的科学研发、金融、物流等体系，可以为乡村的发展提供诸多的支持，帮助乡村打造优势

产业，进行产业升级，拓展销路。二是乡村应该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努力打造产业规模化、特色化。

目前城乡之间的产业布局还不够优化，在形成农村特色产业上还不成熟，促农增收的机制还有待完善。

推进城乡产业合理布局主要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农业现代化，使得城市和农村能够更好地

对接。农业是农村的主导产业，农业的现代化对于农村的现代化意义重大，通过对农业的技术化、产业

化，改变原有的农业生产模式，迎合市场的需求，提升农村农产品的竞争力，帮助农村的优质农产品提

质增收；二是要建立乡村农产品入城快速渠道。应建立责任追究长效机制，促使地方官员带头建立农产

品快速入城渠道，增加农超对接力度，发展农村电商，扩展农产品销路。城乡要素融合关键仍然在于城

乡产业合理布局，其着重应该发展农村特色产业，以此来带动城乡之间的要素合理流动。 

4.3. 以城乡制度融合和城乡文化融合为保障，实现城乡观念融合 

城乡制度融合是从制度层面对阻碍城乡融合的障碍用政策工具进行解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

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应该进行户籍

制度改革，从制度上消除城乡之间的户籍差异。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对于现如今经济社会

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不利于城乡之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其次，应在城乡发展上进行总体规划，实现

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在公路网、电力网、水利网、通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该统筹。应该在产

业布局上进行总体协调，进行建立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充分发掘当地具有创新

意识的人鼓励创业，积极推动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向农村倾斜，减少阻碍乡村发展的资金瓶颈，鼓励城

市技术为农村服务。城乡文化融合重点是发展文旅产业，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在贵州民族自治地方

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可以在优先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开发，形成独具当地特色但又适

合旅游的旅游发展生态。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宝贵财富，充分尊重、保护民族自治地区的民族传统并

发掘其价值是实现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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