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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一步一个脚印

构建丽水“大花园”大美格局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思想，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实际，作出四大建设
的重要决策部署，谋划建设“诗画浙江”大花园。 2017
年 6 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大花园”建设行动纲
要。2018 年 1 月 25 日，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花园建
设行动计划。2018 年 5 月 21 日，浙江省大花园建设行
动计划印发实施，提出以丽水、衢州为核心区建设大
花园。 2018 年 12 月，经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印发实
施大花园核心区（丽水市）建设规划。

目前，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我市已构建形成
完备的组织推进体系， 创新构建五大联动推进机制。
依托秀山丽水独特生态优势，高质量编制实施《浙江
省大花园核心区（丽水市）建设规划》分年度、分阶段、
分条块制定任务书、时间表，清单化部署落实。 把建设
好项目， 特别是大项目作为大花园建设的主要抓手。
大力营造浓厚建设氛围，着力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
共同参与体系。

我市共谋划 164 个投资额超 7300 亿元的大花园
建设重大项目库， 并实行动态管理,2018 年推进重大
前期项目 35 个，2019 年按期推进重大前期项目 147
个。2018 年，全市 78 个重点实施类大花园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 492.4 亿元， 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16%；17 个列
入全省大花园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49.1 亿元， 超额完
成年度计划 34%。 2019 年，丽水 225 个重点实施类项
目年度计划投资 263 亿元。

丽水“大花园”核心区建设如今已见雏形，市委、
市政府把建设大花园核心区，作为丽水实现高质量绿
色发展的特殊历史机遇，全力推进“一园五美九大工

程”建设，努力为“美丽浙江”建设奉献丽水实践、丽水
印记、丽水元素。

实实在在的变化

见证丽水“大花园”梦想起飞
近年来，丽水大花园核心区建设聚力生态美，环境

质量持续向好，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 16 年全省第
一；聚力空间美，美丽载体全面打造，全市累计 257 个
村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提升农村公厕 500 座，完成
美丽河湖创建里程 133.4 公里、美丽林相建设 64.04 万
亩，累计建成 2100 多公里美丽经济交通走廊；聚力活
力美，九大工程成效初显，以凤阳山-百山祖为核心创
建丽水国家公园，建成瓯江绿道 1760 公里，城市有机
更新强势推进，大搬快聚助推下山脱贫，推进五星级酒
店在建 9 家、拟建 10 家；聚力产业美，生态产业持续培
育，着力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重点培育数
字经济、文化、旅游、健康、时尚等九大产业发展；聚力
机制美，重大改革释放活力，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试点、农村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示范区、景宁民族地区
城乡融合发展改革试点等 24 项重大改革任务顺利推
进。

瓯江绿道是大花园旗帜性项目,是许多市民每日健
身休闲的重要去处，更是丽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市
计划三年投资 110 亿元， 建设瓯江绿道 2617 公里，目
前，全市已完成投资 55 亿元、建成绿道 1760 公里，连
接了 1030 个村庄、46 个 2A 级以上景区、1583 家民宿
（农家乐），惠及人口 109.1 万人。 缙云仙都风情绿道和
松阳松阴溪绿道入选 2019 浙江省“十佳运动休闲绿
道”，缙云城市绿道和松阳松阴溪绿道获“浙江省最美
绿道”。 成功举办了国内首场 50 公里城市超级马拉松，
数十个国家 2 万余人漫享最美瓯江绿道。

人人成园丁 处处成花园
我市大花园核心区建设持续推进

□ 记者 蓝倞 通讯员 林卫锋

人人成园丁，处处成花园。 12 月 10 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丽水大花园核心区建设的具体做法、进展和成效，并答
记者问。

中国（丽水）两山学院长江分院在四川宜宾成立
□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李莉

本报讯 近日，中国（丽水）两山学院与宜宾职业
技术学院共建的中国（丽水）两山学院长江分院项目
在宜宾签约。 今后，长江分院将通过设置信息统计与
分析（GEP 核算）、生态经济评估等专业，为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中国西部地区提供生态发展理论和科研的
应用支撑和人才保障。

2019 年，由丽水市人民政府牵头，浙江丽水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浙

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参与，创办了中国（丽水）两山学
院。

记者了解到，中国（丽水）两山学院长江分院由中
国（丽水）两山学院与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共建，今后将
依托各自优势资源，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深度合作，
共同探索“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搭
建集生态学、 经济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协同创新平
台，为宜宾市创建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
践示范基地和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市提供坚实的人才保
障和智力支持。

“松阳古村落”
入选全国经典案例

□ 记者 刘烨恒

本报讯 近日，在第七次全国文物保护
工程会上，国家文物局正式对外发布《文
物建筑开放利用案例指南》， 我市唯一案
例松阳古村落入选其中，成为优秀案例向
全国推广。

松阳县留存有 100 多处清至民国时期
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 2014 年，松阳县有
50 个村落被命名为“中国传统村落”，是华
东地区数量最多、 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被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最后的江南秘
境”。

2016 年，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启动
“拯救老屋行动”，松阳古村落重新焕发新
的生机，探索出一条多方筹资、政府指导、
产权人和使用人主动修缮维护的新机制。
松阳古村落也因此成为此次推出的《文物
建筑开放利用案例指南》中的经典案例。

据介绍， 在我国 76 万余处文物点中，
建筑类约 26 万余处，占总量的 34.21%。各
类古建、民居保存环境、管理现状、产权人
及使用人， 以及地方经济水平， 都存在很
大差异。

《文物建筑开放利用案例指南》选取各
地文物建筑开放的优秀案例和典型做法
40 余处，以开放条件、功能适宜、价值阐
释、业态选择、社会服务、工程技术、运营
管理等七大要素为纲领，图文并茂进行解
读，推介正确的开放利用方法，鼓励加大
文物建筑开放力度。

青田石在日本绽放
印石的篆刻魅力

□ 记者 刘烨恒

本报讯 “亲情中华·瑞福新章”浙江
丽水市青田石篆刻作品日本巡回展于 12
月 5 日-10 日在东京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
举行。

青田石是我国四大国石之一， 石质温
润，行刀脆爽，自古以来深受文人雅士和篆
刻家的青睐，是被使用的最佳、最普遍的篆
刻良材，享誉世界。

本次作品展由浙江省侨联、西泠印社、
青田县人民政府主办。 展览中的作品全部
采用青田石，由西泠印社 70 位社员篆刻朱
文、白文“福”字印各 70 枚，风格多样。艺术
家们用金石篆刻这一独特表现艺术， 献礼
新中国七十华诞， 向海外华人和各国友好
人士传递“福满天下”的良好祝愿。

作品展现场，还开展了篆刻教学活动，
让大家近距离感受青田石文化， 亲手体验
篆刻之美。

全日本华人书法家协会会长、 西泠印
社社员晋鸥表示， 展览不仅能够让日本民
众、艺术家、篆刻家深入了解青田印石的篆
刻魅力，还将促进中日文化艺术上的交流，
给日本人民带来一种美的享受。

� � � � 12 月 5 日上午 ，中
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丽水石油分公司
在市区丽阳门公园东门
开展 “青春公益志愿行
共筑美丽大花园” 国际
志 愿 者 日 志 愿 服 务 活
动。来自丽水石油机关、
油库、 加油站的志愿者
们通过分发油品知识宣
传手册、 演示密度测量
操作、 邀请市民共同动
手操作等多样化形式答
疑解惑。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胡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