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体验式调研，更容易

找到那些坐在办公室里不易

察觉的槽点、痛点、堵点，推动

消除治理盲区，提升服务精细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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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2025经济新现象④
“内外一体”拓格局

□李洪兴

人们经常说“活力”，何以感知

呢？外国人来中国的两个故事，颇有

意味。

先看一条帖子。“一定要带空箱子

去中国！”返程时，空行李箱能多装些

中国造的特色商品、智能产品。海外

社交平台给出的建议，折射出“中国

游”“中国购”的新趋势。

再看一间铺子。上海定兴路6号，

卖蛋饼的店铺外，不同肤色和国籍的

人在排队。签证便利，食客云集，小巷

小店里富含“国际浓度”。人们品尝美

食、品味中国，余味悠长。

空箱子映照大制造、大市场，小

蛋饼散发烟火气、好味道。这从一个

侧面展现了中国的开放与活力，以内

在发展的高质量，吸引外部融入的大

流量。

统筹内与外，是观察发展的重要

视角，也是推动发展的重要方法。内

有活力，外有引力，让有利于发展的

要素为我所用，方能拓展出成长的大

空间。

辩证地看，不同地域、领域的发展

阶段、特点不尽相同，相互间存在差别

也属正常。把“外部”的积极因素，吸

纳到自身发展之中，就能够打开发展

的新维度，“内外有别”也会变为“内外

一体”。

内外兼顾，向好发展，先要研判

趋势、抓住机遇，在明确优势与短板

中找准定位。这既要看自己有什么，

又要看区域有什么，更要看发展大势

是什么。

当网购成常态，不做零售又不从

事运输的企业，如何融入大潮、抢抓大

机遇？背靠长三角“包邮区”的安徽南

陵县，瞄准市场空白，打造智能物流装

备产业，仅物流分拣设备的国内市场

占有率就超过35%。南陵物流智能装

备产业的“从无到有”，秘诀就在于“走

开放的道路，跨出自己的小天地”。

县域经济的发展空间，绝非行政

区域内的“一亩三分地”。目光四射、

连接资源，就能丰富产业形态、打开广

阔天地。如今，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给了更多地方走出“自己小天地”

的机会；加强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相互

衔接，就要发挥多个区域战略的“叠加

效应”，实现资源共享、共同进步。通

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素市场深化

改革，区域壁垒被渐次打破，高质量发

展还能开辟更多潜力赛道。

内与外的辩证法，不仅体现为“区

域视角”，对做强做优产业链也有启

发。以汽车制造为例，整车制造企业

往往起主导作用，是“链主”，上下游配

套企业是“链属”。从现实看，有的“链

主”以拉长回款周期、压低采购成本转

嫁经营风险，这样的产业链脆弱易断；

有的“链主”则看重合作共赢，与相关

企业协同创新、融通发展。

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水

系之中，小河没水，大河也会面临干

涸。同在一条产业链、一个产业圈，

“我”与“你”从来不是零和关系，而是

“大手拉小手”“五指攥成拳”。强化发

展的共同体意识，做到“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抱团向前、携手同行，产业生

态才能更良性，产业格局才能更开阔。

其实，无论区域联动还是产业互

动，都立足于新发展格局。今年以来，

市场准入限制再放宽、优化营商环境

再提质等，正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有力之举。同时，国内国际双循环

还要相互促进，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加

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等，这也促使更

多要素资源流动起来、高效配置。提

高开放水平，促进良性循环，更好打通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间的阻隔，经济增

长新空间还将持续拓展。

从半年看全年，中国发展“势仍向

好”。既激发内生动力又释放外部活

力，既放大内在优势又连接外部资源，

不断破除关隘、融通联通，持续积累的

积极因素定能转化为发展实绩。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06月26

日 第05版）

□吕晓勋

从“一进一退”看民生建设

“我”与“你”从来不是零和

关系，而是“大手拉小手”“五指

攥成拳”。强化发展的共同体

意识，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抱团向前、携手同行

上海、湖北武汉等地，推出定制公

交；安徽马鞍山、山东东营等部分城

市，宣布公共自行车停运。透过近期

两则有关公共交通的新闻，可琢磨出

做好城市公共服务的一些门道。

先看公交车。以往开通常规公交

线路，从计划到许可耗时较长，无法及

时满足多元出行需求。如今，上海居

民通过“随申行”平台提交“个人定制”

申请，凑够每班次乘坐最少人数，最快

只需 3 天，即可开通一条定制公交线

路。这是用好“有形之手”的力量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再看公共自行车。解决“最后一

公里”出行难题，相比共享单车等后起

之秀，原有的城市公共自行车灵活性

不足、运营效率偏低。政府主导的公

共服务顺势退出市场，“有形之手”可

以把更多精力用于优化监管、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

公共交通服务的“一进一退”，从

一个侧面折射出政府“有形之手”有为

善为、市场“无形之手”充分施展的协

同并进之道。

提升民生服务效率，“有形之手”

不能“越位”，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

好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在60岁以

上人口占比超30%的江苏苏州姑苏区，

目前绝大部分社区老年食堂均由公司

运营。只需充值成为会员，每位老人

每餐便可减免2元，还能以优惠价格享

受送餐、家政、保健康复等服务。老人

享受便利服务，企业有了盈利空间，政

府部门做好监督，社会事业更有品质、

更可持续。因地制宜，创新制度设计

和合作模式，就能将社会创新创造活

力有效转化为改善公共服务的能力。

改善民生服务的品质，“有形之

手”要及时“补位”，通过解决一件事推

动办好一类事。广东深圳文体部门联

网全市体育场馆，打造“一键预约”平

台。市民通过手机客户端，即可预订

场馆、支付费用、在线导航，实现错时

共享。平台还定期发放惠民券，鼓励

大家为身体健康“投资”。政府搭台，

盘活存量资源，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根据用户反馈针对性完善场馆服务和

环境，民生建设就在政企、政民互动交

流过程中不断提档升级。

增强民生服务可及性，“有形之

手”不能“缺位”，而且要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发挥好兜底保障作用。

要看到，现在一些公共服务被吐槽，往

往不是因为没得用，而是不够便捷、不

太实用。补缺“无形之手”够不到的地

方，把民生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要

养成换位思考的自觉，多一些“百姓视

角”的体察。

急人所急，今年施行的《天津市临

时救助办法》，打破原有政策对申请人

户籍地的限制，凡是在天津遭遇突发

性、紧迫性、灾难性困难的家庭或个

人，均可直接向急难发生地申请临时

救助，不仅扩大了救助覆盖范围，也让

急难救助更高效。

将心比心，浙江杭州滨江区长河

街道一名干部进行体验式调研后，发

现骑手工作期间根本没空用充电桩充

电，更不会远离活动区去歇脚、借伞。

街道于是转而到骑手活动密集的区域

建驿站，增设换电柜，增加电动车维修

等相关服务，驿站人气一下就旺起来。

民生建设，关键在一个细字。针

对本地区本单位为民为企办事服务事

项，开展体验式调研，更容易找到那些

坐在办公室里不易察觉的槽点、痛点、

堵点，推动消除治理盲区，提升服务精

细化水平。

今年3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保障

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的意见》，提出10项务实举措，致力解

决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推动民生建设

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坚持有

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持续提

升治理效能、改善服务水平，更多“投

资于人”的温暖实践，必将托举起14亿

多人“稳稳的幸福”。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

07月04日 第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