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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省两会

用熟悉的乡音 诉说浓浓的乡情
□ 记者 蓝倞 陈春

本报杭州 1 月 14 日专电 不在会场，很难想象，委员
们参政议政的热情有多高。 一场场讨论，一件件提案，一
次次大会发言，汇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政
协的生机与活力。 利用宝贵机会，住丽省政协委员们纷纷
用熟悉的乡音，诉说起浓浓的乡情。

住丽省政协委员、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竹材研究院
执行院长练素香在专访中认真地说着庆元话， 她向媒体
介绍：“地处浙西南山区的庆元方言里， 至今仍然有非常
多保存完好的古音古字，被学界称之为‘唐音宋韵’，是唐
宋时期的‘普通话’，是中华语言的‘活化石’，更是我省不
可多得的文化‘金名片’。 ”原来，今年两会期间，她大力发
声，希望加大对浙西南濒危中古音的保护。

另一位住丽省政协委员，浙江奥来电器有限公司董事
长周维峰也带来了一份充满浓浓乡情的提案———《关于加
大“华文教育合作示范区”政策支持的建议》。

来自青田的周维峰一直关注侨乡的发展，2018 年底
省政府批复《浙江（青田）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建设
方案》，明确提出建设“华文教育合作示范区”。 2019 年 6
月，青田籍华侨申请设立了非营利性的“青田华侨国际学
校”，招收了来自 44 个国家的 80 余名高中生。“这所学校
既为国外的华侨生回国读上好大学提供服务， 也为国内
学生去国外留学提供更多的选择。 不过，学校设立至今，
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和困难， 急需有关部门对此类院校的
政策支持和帮助。 ”周维峰想了又想，最终提出了五点建
议。

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其实，在委员们心中，为家
乡“代言”责无旁贷。

复兴“千年古城” 龙泉底气十足
□ 记者 陈春 蓝倞

本报杭州 1 月 14 日专电 今年省两会期间，袁家军
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加强文物保护和非遗传
承，实施“千年古城”复兴计划，这让省人大代表、龙泉御
品瓷坊负责人王武非常振奋。

作为龙泉青瓷世家的传人， 王武希望能为青瓷，为
龙泉做些实事，为此他提交了《关于请求将龙泉列入全
省千年古城复兴行动试点名单的建议》。“龙泉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全省千年古城复兴行动试点的合
适选择，并且有着十足底气。 ”王武说道。

龙泉是中国青瓷之都、宝剑之邦和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国家文化先进市，全市共有文保单位 92 处，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处 10 点，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处 39 点；非遗 108 项，其中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是全
球陶瓷类迄今为止唯一的“人类非遗”，龙泉宝剑锻制技
艺是首批“国家非遗”，剑瓷文化交相辉映、举世无双。

王武表示，虽然龙泉在开展千年古城复兴行动中面
临着诸多的问题，比如，龙泉至今仍是全省 26 个加快发
展县之一，城市首位度不够高、文化融入度不够高、经济
支撑度不够高、城市品质度不够高，但是，当地 29 万人
民复兴“处州十县好龙泉”的愿望非常强烈、异常迫切。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更是我省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此时谋划开展千年古城
复兴行动恰逢其时、正当其势，龙泉更应顺势而为、乘势
而上。

在王武看来，千年古城复兴行动不仅有助于龙泉提
升城市首位度、文化融入度和经济支撑度，更能让当前
龙泉面临的一些发展问题迎刃而解，从而重现“青瓷之
路———开放之路”的辉煌，加快打造浙闽赣三省边际区
域中心城市，建成一座与世界对话的精彩城市，确保与
全省同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丽水的代表、委员热议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丽水“担当”
阅读提示

《丽水市全方位深度接轨上海、高质量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行动方案》指出，丽水要立足生态优势和人文优势，从生态共建共
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产业集聚攀高、科技创新承接、开放对接
市场一体、 公共服务异地同城六个方面， 全市域全方位深度接轨上
海、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

完善交通网络 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 � � �“丽水依托自身的生态资源优势，坚
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着力打造长三角
城市群的康养基地， 高质量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 ”今年省两会，省政协委员、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张颖洁在前期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带来了支持丽水衢
州加快融入长三角城市群的提案， 希望
省级层面在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和
要素流通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全力推
动衢丽地区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同步实现
高质量发展。

完善的现代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是
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
支撑。 为此，张颖洁建议省委省政府大力
帮助丽水、衢州补齐交通短板，优化两地
交通区位，全面构筑接轨大上海、融入长
三角的浙西南“大通道”；大力帮助衢丽
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通信网络
核心节点建设，融入长三角 5G 网络协同
布局。

产业发展和要素流通是高质量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体现。 张颖洁还希
望省委省政府支持丽水、 衢州到上海建
设“产业飞地”，上海等长三角中心城市
在丽水、衢州等生态功能区建设“生态飞

地”，把先发地区的产业成熟、技术领先、管
理先进等优势植入衢丽后发地区， 推进衢
丽与上海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在基础教育、
医疗、 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深
度合作与交流。

与张颖洁一样想法的还有省政协委
员、市政协副主席汤家友，他在自己《关于
以“飞地”经济为突破口促进省域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建议》的提案中，也提到“飞地”
经济助力打破地域界限和行政区划分割，
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 用好“飞
地”经济，可以推动丽水融入长三角，进一
步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经济
运行质量，加快形成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互利共赢的新格局。

“丽水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加快
解决丽水的交通问题。 ”省人大代表、丽水
市政府秘书长沈世山在讨论中提到了丽水
发展的这一短板， 他建议将丽水作为优势
生态区域，推动资金、税收、金融、指标等要
素向丽水配置， 加大对到丽水创新创业人
才以及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补助力度。

在热烈的讨论中，代表、委员们都期盼
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给丽水带来的巨大
机遇。

□ 记者 蓝倞 陈春 通讯员 吴曙霖 潘媛

本报杭州 1 月 14 日专电“加快打造
‘诗画浙江’大花园，推动衢州、丽水大花
园核心区建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 省长袁家军专门用一节来阐述浙
江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具体举措。
丽水大花园核心区建设作为以“四大”建

设为载体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大花
园建设的一项举措，榜上有名，同时大通道
建设中，衢丽铁路、温武吉铁路等项目发展
也与丽水息息相关。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入全面提
速的新阶段，丽水该如何有担当、有作为？
连日来，代表、委员纷纷亮出金点子，提供

“智慧方案”。

突出生态优势 绘好“诗画浙江”丽水画卷
� � � �去年， 丽水市委、 市政府印发实施
《丽水市全方位深度接轨上海、高质量融
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 行
动方案指出， 丽水要立足生态优势和人
文优势，从生态共建共享、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 生态产业集聚攀高、 科技创新承
接、开放对接市场一体、公共服务异地同
城六个方面， 全市域全方位深度接轨上
海、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

生态是最大优势，发展是最重任务。
打造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 筑牢长三
角绿色生态屏障的主抓手， 丽水国家公
园创建刻不容缓。

创建国家公园是大花园最美核心区
建设的旗舰型项目， 也是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扩大生态比较优势的引领性工程。
省人大代表、丽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杜兴林认为丽水国家公园创建工作，需
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抓紧明确、加快
推进。 他建议抓紧建立完善国家公园协

调机制和管理机构，按照“一园两区”架构，
创建“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研究
设立省政府垂直管理的钱江源———百山祖
国家公园管理局，便于协调管理；同时抓紧
建立省级财政资金保障机制。

省人大代表、庆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记吴青松从规划的角度， 建议尽快
组织开展《丽水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和《丽
水国家公园科学考察及符合性评估报告》
《丽水国家公园设立方案》《丽水国家公园
社会评价报告》等报告的省级专家论证，并
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省政协委员、 市政协副主席金爱武也
认为，丽水作为诗画浙江大花园的核心区，
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相比， 具有独特的生态
资源优势。“这种生态资源优势必定在实施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中有所作为， 理应
作出更大的贡献。 ”金爱武建议，要更加强
化生态修复顶层设计， 统筹推进百万亩国
土绿化行动,擦亮丽水生态“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