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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营造西渭融合发展的良好势头。

第二，承认产业发展差异，步调一致，补足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之间的问题。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不均

衡是客观存在的，要想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就要尊

重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就要承认差别，补足短板，因

势利导、因地制宜，切忌一刀切。西渭融合发展是要解

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更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的大势所趋，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区域同质

化、要素分布均匀化等。

第三，推进工作落地生根，切忌浮于表面。西渭融

合工作推进以来，真正领会中省市相关的文件精神，领

悟中央关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工作的精神实质，要

深入扎实做工作，反对流于形式。西渭要致力于促进区

域要素市场一体化，围绕打造关中平原城市群的目标，

以打造西安国家中心城市为己任，力图缩小区域差距，

提升生活服务品质，强化其增长极作用，推动和加速西

渭 融 合 发 展 的 步 伐 ， 把 工 作 做 实 做 细 ， 切 忌 停 留 于 表

面，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第四，陕西省应该多关注渭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加 大 对 渭 南 财 力 和 物 力 的 投 资 。 渭 南 从 根 本 上 革 新 理

念，要转变观念，打破地区行政区划的局限，打破地区

层级上的屏障，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自己区域优

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加强地区协作，因地制宜，分

类实施，同步推进。在推进西渭融合过程中，陕西省应

该 充 分 考 虑 渭 南 地 域 、 经 济 等 诸 多 因 素 ， 适 当 政 策 倾

斜，加大对渭南地区财力、物力的投入。西安地区也应

发挥“老大哥”的形象，资助扶持渭南。西渭地区要携

起手来，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优化

生态和居住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陕西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新的动机和活力。

第五，寻找利益的平衡点。同样是地市，渭南政府

部门要立足现实，根据实际，寻找差距，要从在渭南工

作的西安人身上下功夫，让他们对渭南发展信心满满并

动员他们在渭南安家乐业，孩子在渭南上学、就业和生

活，全身心地投入到渭南的发展和建设中。渭南地区在

恩格斯合力论作用下，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

素，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把协调各个环节和渭南

整体发展兼顾起来，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

一。在恩格斯合力论作用下，西渭地区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推进区域协调

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西渭融合发展是打造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实现区

域协调发展的举措，是实现美丽陕西的愿望，是马克思

世界历史思想的体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途径。西渭两市要紧抓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的挈机，

抓住机遇，在产业协同、生态治理、民生共享等方面深

思熟虑，贯彻新发展理念，补短板、强弱项，夯实推进

关中平原城市群、西安国家中心城市的支撑基础，稳步

有序开拓新局面，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早日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奠定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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