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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有
着广州、深圳一线城市的体量，也有
着东莞、佛山、惠州、中山、珠海等
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活力，这让粤港
澳大湾区大放异彩。而大湾区之外的
粤东、粤西、粤北，却差距甚大，无
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这就成
了广东的一大短板。

显然，能否补上这一短板，是能
否“再造一个新广东”的关键。为
此，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走在前列，广东就得解决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应运
而生，并作为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头号工程全力推进。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在广东经济总量第三的佛山同样存
在。为此，佛山提出推进“百千万工

程”的“十大行动”，包括北向战略行
动、强区促镇带村行动等。

顺德是GDP突破4000亿元的经济
大区，十大镇街各有千秋，集中发
力，成就了连续12年位居全国百强区
之首的辉煌。但十指有长短，顺德十
镇街，以及镇街的各村居之间，依然
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需要
作进一步的解决，让城乡一体化发展
再上台阶。

事实上，顺德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程度一直是比较高的，无论从城市建
设还是产业布局来说，但相对于长三
角城乡一体化发展走在前列的一些城
市，顺德要追赶的东西还有很多。而

“百千万工程”这一头号工程，无疑给
了顺德一个跨步飞跃的大好机遇。

“百千万工程”既是头号工程，当
然也是“书记工程”。

12 月 1 日，顺德便高规格召开区
镇村三级书记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大会，参会人员除了区委、区人大
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还有
镇 （街道） 党 （工） 委书记、镇长
（街道办主任），村 （社区） 党委书记
及高校、协会、企业代表等近400人，
会议规模大、覆盖面广，突出抓关
键、抓落实。

抓关键，就是抓好书记这个“关
键少数”。

抓落实，就是直面问题，找出办法。
会前，顺德区“百千万工程”指

挥办、相关工作专班和职能部门深入
镇、村一线，围绕经济发展、城乡风
貌、城市管理秩序、治水美岸等重要
领域，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和谋
划，收集并分类整理成近200张现场实

景图片，通过现场 PPT 播放，其中反
映问题的图片占比一半，直面问题不
回避，正视不足不掩饰，展示全区在
推进实施“百千万工程”过程中的工
作进展、问题剖析与工作思路，内容
丰富充实，既有工作部署、又有点评
剖析，直面一线，深化自我认知，让
大家知道为什么干、干什么、怎么
干、谁来干，体现了顺德抓整治促提
升的决心和力度。

会上，顺德发布了建设省“百千
万工程”典型区十大牵引性工程，以
及自建房建筑外立面审查工作指引。

十大牵引性工程包括实施“十村
示范”工程、自建房提升工程、治水
美岸示范工程、围挡打开工程、校园
焕新工程、老旧建筑活化利用工程
等，以此打造标杆乡村、扮靓家园之
美、点缀美丽乡村田园风光、建设可

亲可近的绿色滨水空间、提升市容观
感品质、留住历史记忆与乡愁、营造
清爽有序的人居环境。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的决定》 明确指出，广东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在县、薄
弱环节在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
农村。顺德作为经济大区，就是要当
省“百千万工程”典型区，解决乡村
存在的突出问题，补齐乡村短板，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让顺德城乡一体化
发展再上新台阶。

而这一切正在开始，“百千万工
程”的良好机遇，将让顺德城乡一体
化发展如虎添翼。

如何抓住这一新机，绘就城乡一
体化发展的美丽图景，顺德正在开
始，未来让人期待。

第五届世界媒体峰会2日至8日在
广州、昆明举行。与会者用“恰逢其
时”形容峰会召开。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当下，媒体从业者真切感受到，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
充满希望的时代”。

首先，虚假信息泛滥给信息核查
带来挑战。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
今天，舆论场上不乏为了博眼球、赚
流量而制造出的虚假信息、谣言偏
见，一些媒体和媒体平台沦为不负责
任信息的传声筒甚至孵化器。抵制虚
假新闻，拒绝谣言偏见，捍卫新闻伦
理，为舆论场提供真实、客观、全面
的信息，充分发挥权威性和公信力，
应该是专业媒体巩固和吸引受众的重
要使命，也是其核心优势。深耕国际

新闻多年的古巴拉美社社长冈萨雷斯
说，面对虚假新闻和错误信息泛滥的
挑战，全球媒体应坚持客观真实，维
护公理正义。

技术革新也给传媒业生存和发展
带来压力。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蓬勃发
展，媒体业态瞬息万变。在技术推动
的传播浪潮中，以算法技术为核心的
媒体平台近年来攻城略地，成为公众
获取资讯的重要渠道。但是，算法新
闻在满足受众阅读需求的同时，也将
其困于“信息茧房”中，导致不同社
会群体的认识偏差。路透社总裁苏·
布鲁克斯担忧，与受众之间的联系

“被社交媒体革命削弱”。如何应对技
术挑战、打破“信息茧房”？近年来，

世界媒体的领军者们选择拥抱信息传
播技术新发展，以满足公众和传媒市
场新需求。新华社运用 5G、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发展
成果；路透社布局人工智能，致力于
把 AI 技术运用到新闻生产的各个环
节；美联社开发新闻生产系统、人工
智能、新闻共享平台和区块链；法新
社近年来努力探索数字媒体领域。

在危机中育良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全球传媒业伴随着时代的深刻变
革涌现出新趋势、新变化。

一是合作应对挑战逐渐成为共
识。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等纷争中，有势力炒作分歧差异，试
图将国际舆论引向撕裂与对抗；也有
力量呼吁交流合作，不断为弥合分歧

建立共识贡献力量。第五届世界媒体
峰会的召开和全球媒体的广泛参与，
说明在行业挑战和全球性危机面前，
加强交流合作是世界传媒业的主流声
音，让不同国家不同肤色民众携手共
进、为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
性和正能量的呼声日益高涨。南非独
立传媒集团董事长伊克巴尔·瑟弗认
为，媒体的责任是成为社会变革和发
展的推进器，推动实现共同繁荣。他
希望全球媒体在挑战和危机中增进了
解、密切合作，共享知识、信息和技
术，从而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二是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强声量成
为大势所趋。随着“全球南方”在国
际事务中重要性的提升，发展中国家
之间乃至全球都更加重视和关注“全

球南方”的声音，新兴经济体也借势
在加强国际传播、媒介技术创新等领域
不断发力，对国际传播新格局的演进起
到了推动作用。阿根廷美洲通讯社社
长贝尔娜达·略伦特表示，在国际媒体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媒体之间建立互
信合作，有助于国家间的信息沟通。媒
体间“南南合作”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
各个层次增进了解、开展合作。

面对挑战和机遇，全球媒体应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以第五届世界媒体
峰会为契机，广泛交流、增进互信、
扩大合作、携手并进，共同为行业挑
战找到更多破局之道，让国际传播格
局更好回应时代需要，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贡献智慧和力量。

顺德城乡一体化再迎新机
梁新平

应对媒体新挑战 共塑传播新格局
高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