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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在维护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陈颖

本报讯 日前，《丽水市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

（2021-2035）通过评审，丽水成为浙江省首个编制

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的地级市。该规划通过，对

丽水建设以百山祖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在维护

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到 2020 年底，全市共

有自然保护地 32 个，百山祖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1
处。其中，百山祖国家公园具有丰富的生态资源

和独特的山水景观，是中国山水景观“平远、高远、

深远”的典型代表，是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典

型代表，是迄今为止亚洲最古老锆石的发现地，也

是孑遗植物百山祖冷杉的全球唯一分布区。在百

山祖国家公园里，生长着野生维管束植物 2102种、

大型真菌 632 种、苔藓植物 368 种，生活着野生脊

椎动物 416 种，百山祖国家公园无疑是植物的宝

库、动物的天堂和真菌的乐土。

下一步，我市将按照国家对自然保护地新的

定位和要求，着力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构建

以百山祖国家公园为主体，九龙山等国家级、省级

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丽水白云国家森林公园、仙都

风景名胜区、云和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

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张靓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粮食安全和推进农业

现代化领导小组农业“两区”办公室公布第四批

省级特色农业强镇名单，我市云和县元和街道云

和雪梨特色农业强镇、庆元县竹口镇甜桔柚特色

农业强镇入选。

云和县元和街道云和雪梨产业形成了春赏

梨花、夏游梨园、秋品梨果、冬尝梨酒的“农文

旅”融合发展格局，仅种植雪梨一项村民人均增

收 2.8万余元。庆元县竹口镇甜桔柚特色农业强

镇区域为竹口镇 11 个行政村，其中以黄坛村为

主产区的甜桔柚种植面积达 3700 余亩，产值 1.1
亿元，带动周边 3000多人就业。

我市 2 地入选
省级特色农业强镇

以百山祖国家公园为主体，构建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我市评审通过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
成为全省首个编制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的地级市

□ 记者 刘烨恒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浙

江省第五批省级红色旅游教育基地”名单，松阳

县安岱后村位列其中。这是我市范围内继遂昌

王村口、龙泉住龙之后荣获的第三处省级红色旅

游教育基地。

安岱后村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浙西

南革命根据地旧址群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近

年来，该村巧抓红色文化传承、传统村落保护和

全域旅游等机遇，在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基础

上，以“红色+”模式，通过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传

承红色基因，深化和拓展现场教学、国防教育等

系列课程，丰富和创新景区宣教方式，强化教育

功能，传播浙西南红色文化。

松阳安岱后村获评
省级红色旅游教育基地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董浩 吴楚楚

本报讯 近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同意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的通

知》，公布了 21 个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名单。

丽水市成功入选，成为全省首个建设地下水污染

防治试验区的城市。

据了解，此次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时

间为 2021 年至 2024 年，计划通过地下水污染防

治试验区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地下水污

染防治管理模式，实现系列关键技术突破，以点

带面、辐射带动全国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完善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制度，推进地下

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下一步，我市将在全省率先开展地下水污染

防治试点项目。

全省首个
丽水入选全国地下水
污染防治试验区

□ 记者 刘烨恒 黄晓俊 通讯员 张靓 陈诗依

本报讯 日前，2021·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论坛暨中国最美村镇颁奖典礼在丽水举行，我市

共摘得 5项“中国最美村镇”奖项。

本次活动由中国最美村镇评选组委会组织参

评，来自浙江、山东、广东、江苏等 2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及“2021中国最美村

镇”获奖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共同回顾

乡村振兴奋斗的足迹，共话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新模

式和新路径，前瞻千村万镇走向共同富裕的愿景。

此次颁奖典礼中，我市获评“2021 中国最美村

镇花园乡村先行地”。此外，我市还有 3 村、1 人获

得中国“最美村镇”奖项。其中，云和县石塘镇长

汀村获评乡村振兴榜样奖；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

村获评产业兴旺成就奖；遂昌县龙洋乡西滩村获

评生态宜居成就奖；缙云县壶镇镇联丰村党支部

书记楼干强获评乡村振兴带头人。

起源于 2013 年的“中国最美村镇”评选活动，

旨在展现美好田园的生活方式，激活乡村真正的

内生活力的活动。目前，全国累计已有 5000 多家

村镇报名参选，覆盖至全国 1300个县市。

2021·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论坛暨中国最美村镇颁奖典礼举行

我市摘得 5 项“中国最美村镇”奖项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季晨吟

本报讯 日前，省政府批复同意《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处州廊桥保护规划》，指出要坚持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

方针，强化处州廊桥的文物保护和管理，有效维护

周边环境风貌，确保历史文化遗产安全完整。

处州廊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 25 座廊桥组成，分布在庆元、龙泉、景宁、松阳、

青田等 5 个县（市）的多个乡（镇）村。处州廊桥的

年代跨度从明至民国，具有历史连贯性，现存廊桥

中明代建造的有 3 座，清代建造的有 14 座，民国建

造的有 8座。处州廊桥的结构类型多样，涵盖木拱

廊桥、石拱廊桥、木伸臂梁廊桥和木平梁廊桥。

《规划》将处州廊桥的保护与发展分为城镇景

观节点型、村落廊桥文化景观节点型、休憩为主展

示利用为辅型、保护为主展示利用为辅型等四种

类型，并实施保养维护、抢险加固、修缮和治理虫

害等四类保护措施。

根据相关工作安排，我市文物部门及时启动

处州廊桥规划编制任务，通过对处州廊桥的保护

与利用进行科学、合理地统筹规划，将处州廊桥的

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经济发展相结合，使其真实

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并促进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谋求文物保

护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共赢。

省政府批复同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处州廊桥保护规划》

谋求文物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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