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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

见》（国发〔2021〕3 号）有关部署，建立发达省市与革命老区重

点城市对口合作机制，深化区域合作协作，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经国务院同意，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与

东部地区部分城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促进结对城市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共谋发展，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激发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二、结对关系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

划》，推动革命老区重点城市立足特色资源和产业基础，结合与

东部城市间既有协作、合作、交流等情况，建立以下对口合作关

系：

1. 赣州市（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深圳市

2. 吉安市（赣闽粤原中央苏区）——东莞市

3. 龙岩市（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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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明市（赣闽粤原中央苏区）——上海市

5. 梅州市（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广州市

6. 延安市（陕甘宁革命老区） ——无锡市

7. 庆阳市（陕甘宁革命老区） ——天津市

8. 六安市（大别山革命老区） ——上海市

9. 信阳市（大别山革命老区） ——苏州市

10.黄冈市（大别山革命老区） ——宁波市

11.百色市（左右江革命老区） ——深圳市

12.巴中市（川陕革命老区） ——金华市

13.郴州市（湘赣边革命老区） ——佛山市

14.张家界市（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南京市

15.恩施州（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杭州市

16.遵义市（湘鄂渝黔革命老区）——珠海市

17.长治市（太行革命老区） ——北京市

18.汕尾市（海陆丰革命老区） ——深圳市

19.临沂市（沂蒙革命老区） ——济南市

20.丽水市（浙西南革命老区） ——宁波市

对口合作工作期限为 2022年至 2030年。

三、重点任务

（一）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结合对口合作，把革命老区红色

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积极支持赴

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开展学习交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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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

神、抗战精神、太行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等

伟大精神。鼓励共同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共同传承弘扬红色

文化，共同搭建红色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平台，合作促进红色旅

游高质量发展。加强革命老区红色遗址保护和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红色文化传承项目及载体，规范有序开展以红色文化传

承为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建设红色旅游目的地。

（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结合对口合作，积

极支持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加大就业和产业扶持力度，推进乡村振兴。持续

加强消费帮扶，推进革命老区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鼓励开展劳

务合作，支持革命老区农村低收入群体就业技能培训和外出务

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支持革命老区重点城市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因地制宜建设区域性节点城市、重要交通枢

纽、现代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等。

（三）完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结合对口合作，积极

支持革命老区重点城市提升交通、能源、水利、信息、市政等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水平。以数字经济为引领，鼓励城

市间在 5G、智慧城市、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

领域加强合作。支持开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合作交

流，合作共建特色学科和创新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教育”作

用，鼓励共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支持开展重点医院对口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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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中西医优势专科，加强康养产业合作，支持共建专科联盟和

远程医疗协作。

（四）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绿色低碳发展。结合对口合

作，积极支持革命老区重点城市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推进生态保护补

偿。支持合作开发碳汇项目，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

绿色经济。在保护好生态的基础上，支持革命老区因地制宜利用

沙漠、戈壁、荒漠以及采煤沉陷区、露天矿排土场、关停矿区建

设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基地。坚持绿色发展，支持革命老区强化品

牌意识，培育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建设绿

色农产品供应基地。

（五）共同建设产业合作平台载体。结合对口合作，积极支

持革命老区重点城市承接产业转移，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合作，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特色产业园区、产业集群和高新区、创

新研发基地等平台载体，做大做强清洁能源、有色金属、装备制

造、纺织服装、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及

配套产业。鼓励东部地区国家级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革命老区各类园区加强合作，通过

多种形式共建产业园区，引导支持东部城市社会资本到革命老区

投资兴业，积极探索跨地区利益分享机制。

四、保障措施

（一）完善工作机制。结对城市和所在省（区、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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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加快建立健全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的领导、协调

和推进机制，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和所在省（区、市）要积极主动

做好工作对接，强化组织协调、明确工作分工、优化政策环境，

东部结对城市和所在省（区、市）要在深化产业合作、重大项目

建设、人才培训交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支持结对城市政府间

开展互访与交流，共同研究推动重点工作。鼓励结对城市依托对

口合作推进干部人才双向挂职交流和学习培训，促进观念互通、

作风互鉴、办法互学。支持其他革命老区市县主动对接东部、中

部地区城市，比照本方案建立对口合作关系。鼓励相关省（区、

市）结合实际建立省域内结对帮扶革命老区市县工作机制。

（二）编制实施方案。结对城市要共同编制对口合作五年实

施方案，由结对城市所在省（区、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并及

时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结对城市可根据实际制定重点领域合

作专项实施方案和对口合作年度工作计划，进一步细化对口合作

重点领域、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工作时序和保障措施。

（三）加大政策支持。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革命老区对口合作

工作的指导，在规划编制、政策实施、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倾斜

支持。中央财政、中央预算内投资通过既有专项加大对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重点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对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的

项目以及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革命老区单独选址重点建设项目，

实行用地计划指标重点保障。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结合职能定位

和业务范围加大对革命老区支持力度，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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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方式积极参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四）加强评估督促。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革命老区重

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的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跟踪工作进展，

组织开展工作成效评估，对于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

的省（区、市）和城市，给予通报表扬并通过适当方式予以鼓

励，对于工作进展缓慢的，要提出明确整改要求并督促改进落

实，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各结对城市和所在省

（区、市）要建立年度评估和督促落实机制，确保将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