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开化实践与启示

包海波 胡赛 徐开宏

【摘 要】：“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重要论断，阐明了山区县共同

富裕的核心要义。深化习近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理论溯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习近平同志“人人

有事做，家家有收入”重大论断的提出背景，总结了“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重要论断的开化实践，从共同富

裕的辩证思维、共享理念、普遍规律、价值取向等方面探讨了“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蕴含的共同富裕深刻启

示。

【关键词】：“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共同富裕;开化;

2006 年 8 月 16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金星村调研，提出了“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

重要论断，阐明了山区县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突出了发展机会均等和发展成果共享的共同富裕理念和实现机制，指引金星村

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先行探索者。17 年来，开化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殷殷嘱托，一任接着一任

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果。2021 年，开化县在浙江省 11 个生态发展县综合考核中排名第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列

26县第二位。对习近平同志“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重要论断进行理论溯源和实践研究，可以看出，“人人有事做，家家

有收入”这一重要论断，既是习近平同志当时在考察过程中的有感而发，也是他长期以来对像开化一样的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

真知灼见，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实践指导是一脉相承、浑然一体的。

一、“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提出背景

1997 年，开化在全国率先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到 2003 年生态县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农民增收依然困难，全

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12 元，恩格尔系数高达 49%，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2003 年，全县有 19.1 万劳动力，除了

7万人县外转移就业、2.4 万人在本地从事二三产业外，还有 9.6 万人从事种养业。群众就业不充分问题突出，既带来了增收致

富难，又造成了生态保护难，甚至有人质疑“生态何以立县”？就在开化率先在全国开展生态示范区建设，推进生态转型发展

的关键阶段，习近平同志于 2003 年、2006 年两次来到开化考察，为开化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2006 年 8 月 16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开化调研，考察华埠镇金星村，当时的金星村村民人均收入不到 6000

元，主要收入来自于“种种砍砍”，村里 1/3 的人在外打工。面对当时的情况，习近平同志说，“这个村很美，依山傍水”“你

们这个村大有希望，在全国也是有特色的村。我们到一个村，首先要注意的是村里的经济。金星村村民有三个经济来源：一个

是务工，一个是村里做二三产业，再一个是发展茶叶。开化龙顶全国知名，龙顶茶是很好的，种茶叶大有前途。所以，新农村

建设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为群众办实事。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这是有普遍意义的”。习近平同志在金星村的重要讲话

首次提出了山区县共同富裕的核心发展理念———“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

二、“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开化实践

开化牢记习近平同志的殷殷嘱托，先行探索“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发展路径，取得显著成效。全县 GDP 从 2006 年的

22.7 亿元提高到 2022 年的 181.35 亿元，农村居民收入从 3612 元提高到 24737 元，甩掉了欠发达，换来了绿富美，实现了保护

与发展的双赢，走出了一条以缩小收入差距为主导的山区县共同富裕之路。

（一）先行探索“劳务输出”变“三开回归”，以内聚外迁促进农民高质量就业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xl4CyPd-wVz6Znr5pdxn_6Gd1TAssCr03aLnOaN71GmQcBbGvZaXFMr2jaSHCeuWySaVSHVoZ7ThLdMu6WGNKQlO92G8iwW5FWHEbzz_zE=&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xl4CyPd-wVz6Znr5pdxn_6Gd1TAssCr3cMj7b3cijLsIX8QxV2cyQHi7gFNooCOKtnCDRdOTmQhCL5yANUMnAYqRrtOrUDhWTBr2UFdDO0=&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xl4CyPd-wVz6Znr5pdxn_6Gd1TAssCrTHI48FJiSsVWi50yfU3UDuRY6uu2lrzwcs_SPuPhyzDfC7HbR2rMbmMeJhpP1_8bw60YZMZE3sM=&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xl4CyPd-wVz6Znr5pdxn_6Gd1TAssCrTHI48FJiSsVWi50yfU3UDuRY6uu2lrzwcs_SPuPhyzDfC7HbR2rMbmMeJhpP1_8bw60YZMZE3sM=&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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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外有组织输出劳动力，做大“开化人经济”。

开展就业培训，鼓励“携技外出”。目前，累计有 6 万余人次参加家政服务、服装缝纫、网店运营、气糕制作等职业技能

培训，3.3 万人取得国家职业能力登记证书，“一技之长”的技能人才有 4.72 万人。依托“务工队长”，推进“跟班就业”。

全县在外就业人员达到 10.62 万人，形成了开化粉刷匠、开化大厨等一批特色劳务品牌。其中开化粉刷匠业务在省内市场份额

占比高达 30%。建强驻外劳务输出服务组织，开展“远程服务”。在劳务输出比较集中的杭州、温州、嘉兴、义乌以及上海等地

先期建立“创业支部”14个，解决在外人员子女入学、劳动维权、社保转移等问题。2006 年，开始组建开化驻外商会。目前，

开化驻外商会发展到 16 家、会员 732 家，其中亿元以上产值会员企业 17 家，主要涉及动漫印刷、电器制造、软件开发、建筑

和餐饮等行业，“开化人经济”产业规模近 220 亿元，是开化工业总产值的 1.5 倍。

2. 向内全县域促进人口集聚县城，做大“开化经济”。

一是以“小县大城”为引领，促进人口内聚县城。目前，开化县城建成区面积从 3.1 平方公里扩大到 15.2 平方公里，城镇

化率从 26%提高到 51.87%，城镇常住人口从 9.97 万人增加到 12.79 万人。近年来，开化开展国家公园城市建设八大专项行动，

全面实施“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加快县城人口集聚步伐，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二是以省级经济

开发区为载体，促进企业内聚县城。自 2001 年开始在县城周边建设工业园区，2020 年升格到省经济开发区，面积整合扩大到

25平方公里，2022 年规上工业企业突破 100 家，创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家，启动上市培育 3家，规上工业亩均

税收与增加值均居衢州市前列，企业工人近 8000 人。三是以“三开回归”工程为抓手，促进就业内聚县城。以开化在外企业、

乡贤和开化人为重点开展招商引智，每隔 2 年召开高规格的开化人发展大会，鼓励开商、开贤和开化人回乡创业或就业。创新

开发灵活就业应用平台，为闲置劳动力提供就业渠道。目前，平台已登记 6000 余家用工主体和 60000 余名灵活就业人员，提供

岗位 6.37 万个，求职成功 3万人次。

（二）先行探索“品质农业”变“品牌农业”，以“钱江源”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农产品溢价增值

1. 培育生态珍品，实现销售增值。

一是培育优质基地。聚焦“两茶两中一鱼”（龙顶茶、山茶油，中药材、中蜂，清水鱼）主导产业，全县现有茶园 10.6 万

亩、油茶 21.9 万亩，中药材 2.6 万亩、中蜂 5.5 万群，清水鱼流水坑塘 1.1 万口，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54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631 个。二是分层分级品控。一方面，开发“钱江源”品牌准入管理平台，配套建设微信小程序，实现“企业掌上办、部门线上

审、消费者码上查”，农产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安全追溯覆盖率达到 100%；另一方面，对“三品一标”新认证、续证

进行奖励，全县认证保有量 206 个，较 2003 年增加了 2.6 倍。三是畅通供销渠道。通过开设品牌馆、发展农村电商、合作新闻

媒体等，多维度组合拳宣传推广“钱江源”区域公用品牌。目前，“钱江源”品牌已囊括 8大类 80 余款产品，产品平均溢价率

达到 30%以上。其中，开化龙顶 2022 年品牌价值 37.71 亿元，“钱江源开门红”品牌价值突破 7亿元。清水鱼 2022 年开化塘边

价每斤达到 25—35 元，是普通草鱼的 4—6 倍，杭州、宁波的市场售价每斤高达 48 元，是当地普通草鱼的 6—8倍。形成了“一

亩土茶园，万元惠农钱”“一口清水塘，万元卖鱼钱”“十只土蜂桶，增收万元钱”“一亩高粱地，净增万元钱”等农产品溢

价增值案例。

2. 培育生态美食，推动加工增值。

一是做好一块“开化气糕”，推动“万人从业、万户增收”。抢抓“诗画浙江·百县千碗”机遇，将开化气糕作为农民增

收的支柱性产业，率先成立了气糕办，组织 3000 名农民参加烹饪、特色小吃餐饮培训，累计开办县内外持证挂牌的气糕店 430

多家，有的更是走出国门将气糕店开到了美国、新加坡等地。二是推广一桌钱江源味道，实施美食“个十百千万亿”工程。挖

掘每个乡镇特色美食，发布浙江省首个地方菜标准———钱江源味道《开化菜》，推出 30 道“不得不吃”的开化名菜，开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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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农产品经过加工成开化美食可以增值几十倍甚至上百倍。2022 年开化美食门店有 5000 家以上，其中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的

门店 8 家，美食产业总值达到 75 亿元，直接就业 5万余人。

（三）先行探索“种种砍砍”变“走走看看”，以全域旅游拓宽生态资源变现通道

1. 雕刻“烂树根”，打造大景区。

一是培育根雕产业。先后创立根雕专业培训学校，发布全国首个根雕标准，推动国际根艺文化交流。目前，全县共有根雕

企业 30 家，从业人员 3 万余人，年产值超 15 亿元。二是打造根雕景区。根宫佛国“无中生有”从一个小作坊开始建设根缘小

镇，吸引项目投资 28.43 亿元，集聚各类文旅企业 500 余家，带动周边就业近万名。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游客量每年以 12%递增，

2020 年旅游收入总计 1.5 亿元，2021 年成功挑战“全球最大的根雕博物馆”吉尼斯世界纪录。三是促进根城融合。围绕 5A 级

景区和县城互融共生，建设“5A 县城”。将根雕元素融入城市设施建设，引进 4 个商业综合体，打造城市客厅、城市阳台和特

色商业街区，每年举办根雕艺术文化节、钱江源国家公园马拉松赛。

2. 建设“景区村”，办起农家乐。

一是整治村庄环境。目前，累计拆违 960 多万平方米，为 200 余个村集体增加土地复垦政策性收入 3 亿元。建成省、市级

精品村 44 个和特色村 82 个，成功打造历史文化村落 48 个，共创建省 A 级景区村 253 个，实现全县行政村全覆盖。二是开发乡

村旅游。探索“美丽乡村+美丽产业”发展模式，开创茶旅融合、鱼旅融合、蜂旅融合等经营模式，主动融入浙皖闽赣（衢黄南

饶）“联盟花园”建设。2021 年累计创成省级休闲乡村 4 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乡镇（点）5个，农家乐 374 家，其中

三星级及以上农家乐 261 家，创办浙江省银宿级以上高端民宿 17 家，乡村休闲旅游 413.33 万人次，旅游收入 2.74 亿元。

3. 开发“马金溪”，发展水经济。

“马金溪”是钱塘江源头河，风景秀丽，称百里金溪画廊。一是全流域治理提升颜值。系统开展垃圾、污水、厕所、庭院

“四大革命”和禁采、禁养、禁渔、禁倒“四禁”，建设沿河绿道 111 公里，串珠成链形成集源头探秘、生态休闲、民俗赏游、

亲水观光于一体的绿色生态廊道。二是打造示范段带动发展。以金溪桃韵示范段、下於村和金星村标杆村等项目建设为突破口，

推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配套等 30 个重点项目落地。2021 年国庆节 9个村吸引游客 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50%。

（四）先行探索“山海协作”变“联盟合作”，以双方共赢促进先富带后富

1. 以资源互补为目的，建立经济联盟，实现联动发展。

县级层面，与杭州上城、嘉兴桐乡、绍兴越城等地区，建立“山海共富联盟”，变“单一资金补助”“单纯经济发展”为

“双向飞地模式”“多个领域合作”，实施了开化—桐乡“山海协作”生态旅游文化产业示范区、桐乡—开化“消薄飞地”、

开化—滨海新区产业飞地等项目。乡镇层面，分别围绕华埠、芹阳、池淮、马金 4 个中心镇，创建 4 个“片区共富联盟”，聚

焦各自经济特色，差异化、一体化协同发展片区经济。村级层面，以未来乡村、大花园“示范村”为中心村，统筹建立 15个“紧

密型村级共富联盟”，促进各村由“单打独斗、同质竞争”向“资源互补、组拳出击”转变，辐射带动周边 200 多个村庄发展，

经营性收入 20 万元以上村实现全覆盖，50万元以上村占 49.02%。如“大金星村社联盟”联动发展党建研学和生态旅游，自 2022

年以来，仅旅游研学就带动 3个村集体经济增收 40余万元。产业层面，建立龙顶茶联盟、清水鱼联盟、钱江源星宿（民宿）联

盟、红高粱联盟、中蜂联盟五大“产业共富联盟”，2022 年联盟产品销售额突破 6亿元。

2. 以增收致富为目的，建立就业联盟，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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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开发公益性岗位，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结合乡村需要，开发村庄保洁、治安巡逻等公益性岗位 1500 多个，累计兜底

安置 3000 余名就业困难人员。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需要，开发文明劝导等城镇就业岗位 300 余个，让低收入困难群体有事可

做。二是利用政府性投资创造就业岗位。自 2003 年以来，累计实施重点项目 2266 个，完成投资从 8.99 亿元提升至 77.4 亿元，

每年创造就业岗位从 500 个提升至 3300 个。同时，积极培养来料加工经纪人，拓展来料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岗位，促进不能转移

就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

三、“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蕴含共同富裕的深刻启示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关注各地区发展中的共同富裕问题，针对各地经济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提出了许多重

要指示，这些重要指示是习近平同志共同富裕思想理论研究的宝库。习近平同志“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重要论断，直指

影响山区实现共同富裕“三大差距”中的收入差距，阐明了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靠就业、靠创业。习近平同志用通俗易懂的

群众话，讲清了共同富裕的大道理。“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重要论断，蕴含着共同富裕的深刻启示。

（一）“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蕴含共同富裕的辩证思维

2021 年 10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章中强调指出，

“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体现了“就业”和“收入”的

对等关系，是一个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劳动创造财富的过程。其强调的是劳动者没有劳动就没有收入，贡献多少劳动就能获

得多大收入，只有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业，才能获得劳动收入、稳定收入、长期收入。

（二）“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蕴含共同富裕的共享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人人有事做，

家家有收入”体现了“人人”和“家家”的量变关系，是一个局部共同富裕到整体共同富裕的过程。它把“劳动力”和“家庭”

有机联系在一起，既强调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小范围富裕，而且是所有劳动力和所有家庭的全体人民富裕，又

强调不仅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奋斗做大蛋糕，而且是各级党委政府用好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手段，协调配套分好蛋

糕，让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和家庭也能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三）“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蕴含共同富裕的普遍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共同富裕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

义同等富裕”。“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体现了“高效率”和“高收入”的因果关系，是一个阶梯式递进、渐进式发展的

共同富裕过程。而在这一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劳动者本身的素质。劳动者的素质越高，其创新创造的本领越强，就业创业

的机会就越多，收入水平也就越高。只有不断地全面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素质，才能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就业不充分问题，才

能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持续推进共同富裕。

（四）“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蕴含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

2021 年 10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章中强调指出，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体现

了“物质”和“精神”的互动关系，是一个物质富裕向精神富有不断拓展的共同富裕过程。它不仅强调了人人通过“有事做”

“有收入”的劳动，带来物质生活全面改善，而且强调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把劳动和幸福关联起来，

在劳动中创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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