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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三把“金钥匙”】

“唯有自强不息
方能借力发展”
■本报记者 刘淑芳 叶小平

记者：叶书记，“特色风情聚落区”的打造属
于对“跨山统筹”这把金钥匙的生动诠释，那么另
外两把“金钥匙”，我们是怎么运用的呢？

叶伯军：第二把“金钥匙”是创新引领。 唯创
新者胜，特别在现阶段，一定要占领创新制高点，
各大产业都一样，尤其是木制玩具产业，必须占
领创新制高点，瞄准全球发展最前沿。 现在云和
提出要制定木制玩具制造的世界标准，研发中心
要有，标准制造也要有，不能关起门来看云和、看
浙江、看中国，还要放眼世界。 除此，一定要关注
人才、关注创新，包括各类创新。

其实， 这几年我们的改革发展取得很大成
就，特别是扶贫改革，这归根结蒂是因为走的是
改革之路、创新之路。 正因为此，我们的“小县大
城”才取得了这么好的成效。 下一步我们搞新型
城镇化样板县域，更必须走改革创新之路。

记者：那我们是怎么“问海借力”的？
叶伯军：在整个工业化过程当中，发达地区、

沿海地区经历了工业化中期后期，已经进入了信
息化阶段，而我们还处于追赶阶段，我们自身发
展动力不足，就要有开放合作视野，问海借力。

像“山海协作”就是问海借力，和北仑这些经
济发达地区对接交流，借助人家先发地区的体制
机制的优势、 发展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加快发展。
比如，我们和北仑正在谋划，共同投资建设一个
木玩智创空间。 这个做成了，将有效助推云和木
玩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

记者：有了“问海借力”，是不是就意味着云
和的发展多了一条捷径？

叶伯军： 这条捷径可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便
捷。胡海峰书记曾再三强调，“推进借力发展，不忘
自强不息”。我们一定要树立“以干得助”的强烈意
识，以干为先，以干为重。举个例子，云和梯田为什
么杭商旅看得上，就是因为我们下定了决心，做了
5A 规划， 也开始做了后交线一期的投资建设，二
期规划也在建，他觉得党委政府下了这么大决心，
这件事有戏，所以就参与合作。 所以，凡事首先一
定要自己充满信心，一定要先干起来。

【浙西南革命精神】

“没有高质量绿色发展，
一点浙西南革命精神都没有”

■本报记者 刘淑芳 叶小平

记者：叶书记，您说过“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内涵
深刻，在新时代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极
有意义。 您是怎么理解“浙西南革命精神”的？

叶伯军：市委在全市“两山 ”发展大会后不
久，就在全市范围地内组织开展“浙西南革命精
神”弘扬践行活动，彰显了市委为“丽水之干”注
魂、赋能、立根的决心和定力。 “两山”发展大会
高举高质量绿色发展大旗，关键是“发展”，“绿
色高质量”是定向，那么怎么发展，怎么为“丽水
之赞”增辉呢？ 就是弘扬革命精神，以“丽水之
干”增辉“丽水之赞”。

为什么这个时候提“浙西南革命精神”呢，我想
是有其现实的紧迫性的。 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
神”， 不能片面的理解为我们红色文化挖掘展示不
够，更深层次的是让丽水干部从“浙西南革命精神”
中汲取更多营养，并固化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

记者：那么，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云
和怎么做？

叶伯军： “浙西南革命精神”是新时代的意
义和面向未来的价值，一定要立足“两山”发展大
会里的“高质量绿色发展”。 对于云和而言，就要
落实到“新型城镇化样板县域”的建设和“六大工
程”的实施上来。要把精神化作行动，最后要化作
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发展成果。 从这个层面来看，
没有加快绿色发展，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就是一
句空话，换言之，“没有高质量绿色发展，就一点
浙西南革命精神都没有。 ”

具体来说，我希望，每一名云和党员干部，在
新的一年，都能挺直腰板做事，都愿俯下身子服
务。在我们云和，要把实干风气立起来，把用人导
向树起来，让干事劲头足起来。

记者：这其实是对云和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叶伯军：是这样。 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就
要让实干成为云和干部的座右铭， 让担当成为云
和铁军的新品质。 面对市委发出的“奋力书写‘丽
水之干’的‘两山’时代答卷”冲锋号，云和干部将
始终保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气魄和“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担当，努力汇
聚思想同步、目标同向、事业同心的最强力量，推
动形成领导放手干、基层放心干、上下放开干的生
动局面，奋力开创云和高质量绿色发展新局面。

牢记“两山”初心

“对云和来说，跨山统筹应该是一个双向融合。 与景
宁相融，与市区相融，两个维度，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

记者：有人说，丽水在构建“一带三区”发展新格局
中，云和“特色风情聚落区”处于第二梯队，没有缙云、青
田、莲都这个“百万人口千亿 GDP 的市域发展核心带”重
要，您怎么看？

叶伯军：我当然不这么看。 打造云景特色风情聚落区
是市委针对云景两地特色、实际，赋予云和、景宁的全新
课题、重大使命。 解答好这个新时代的新课题，丽水“两
山”转化的路径就更广，层次就更深，最广大的群众都能
享受到改革红利，这件事难道不重要么？

而且，从前是一座山隔开了两座城，现在两地之间就
15 分钟车程，可以说是同城的概念，因此我认为，两地合
作完全有可能成为跨山统筹中的一个样板。

记者：那么，做好“跨山统筹”，首先应该做什么？
叶伯军：首先是理念的提升。 云和干部群众必须坚定

一个理念，对云和来说，跨山统筹，建设特色风情聚落区应
该是一个双向融合。 云和作为一头连着市区，一头连着景
宁的中间区域，接下去我们将在两个方向上努力：一是推
动云景一体化， 将云景作为一个经济区域来谋划来建设，
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谋求共建共用，在重大产业发展上
可以共促共荣，在重大政策制定上可以共治共享。 二是融
入丽水市区，将来随着杭丽云高铁的开通，可以更好地融
入到丽水市区。

这两个维度的相融，必须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记者：具体来说，云和景宁共建“特色风情聚落区”，对

云和的发展来说，会带来哪些新东西？
叶伯军：之前，作为一座县城，云和的发展更多地从行

政区域来谋划；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地从经济区域来考量。
接下来，需要云和从优势互补的角度来规划，以经济为中心
来布局。 在从前，一座山把两座城市隔开了；现在，高速通
了，就需要我们来破解，如何不让“钱”成为阻隔。比如，我们
是否可以考虑，云景高速通行费实行年票制？

“玩具这两个字，着力于‘具’，云和做大了一个产业；接
下来，我们要做好‘玩’，让云和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目的地。 ”

记者：打造特色风情聚落区，景宁的特色当然是畲族
风情，那云和的特色风情体现在哪里？

叶伯军：山水童话，全域 5A！
记者：在山水风情上，云和有哪些特色？
叶伯军：种类丰富，特色鲜明。 云和有梯田，被称为最美

梯田；有云和湖，在丽水独树一帜；有花海，有沙滩，还有一座
童话气息越来越足的县城。

记者：在玩具上，云和怎么打造出特色风情聚落区呢？
叶伯军：事实上，玩具的旅游特性和娱乐体验与特色

风情的指向性是非常统一的。 玩具这两个字中，前些年，
着力于“具”，云和做大了一个产业；接下来，我们要做好
“玩”，让云和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目的地。

“我们有一个新目标，假以时日，山区改革怎么改，全
国各地都可以到云和来看看。 ”

记者：除了“特色风情聚落区”之外，云和还有一个新
定位：打造新型城镇化样板县域。 怎么理解这个“新型城
镇化样板县域”？

叶伯军：这些年，因为“小县大城”的建设，云和的城
乡建设布局已基本到位，去年 8 月，胡海峰书记来云和调
研，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打造“新型城镇化样板县域”的新
命题。 这个样板县域，我的理解是全县一盘棋的谋划，是
一个城乡融合的概念，一个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
驱动”的概念，我们组织了专题研究，认为这是一个深化
“小县大城”新机遇。 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城市的“形”，
但是却忽略了“神韵”，这个“神韵”大的来讲是我们没有
更多地关注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 需要处理好什么关系
呢？ 胡海峰书记给我们提的，人与城的关系、产业与城市
的关系、乡与城的关系，这很是拓宽了我们的思维。

记记者者：：那那么么，，我我们们怎怎么么打打造造““新新型型城城镇镇化化样样板板县县域域””呢呢？？
叶叶伯伯军军：：打打造造新新型型城城镇镇化化样样板板县县域域，，我我们们的的总总体体要要求求

是是打打造造一一个个生生态态环环境境高高颜颜值值、、现现代代经经济济高高质质量量、、地地域域文文化化
高高特特色色、、县县域域治治理理高高水水平平、、人人民民生生活活高高品品质质的的全全国国山山区区新新

型城镇化样板县域。 主要目标是围绕“五个样板”来打造，
分别是：突出创新突破，打造活力充沛、动能强劲的城乡
体制改革样板；突出合理集聚，打造功能互补、协调发展
的空间布局优化样板；突出绿色转型、打造质量第一、效
益优先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样板；突出双轮驱动，打造良
性互动、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样板；突出以人为本，打造
山清水秀、智慧舒心的美丽和谐宜居样板。

近期，我们正在精心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建立组织领导机构、加强项目谋划建设。

记者：五个样板都涉及到深化改革，是这样么？
叶伯军：确实如此。通过这“五个样板”建设，我们农民赋

权更加到位，城乡交流更加便捷，“两山”转化更加高效，产业
发展质量更高，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我们也有一个新目标，假
以时日，山区改革怎么改，全国各地都可以到云和来看看。

“从浮云溪时代到云和湖时代，云和已经迈开脚步。 ”

记者：当下，云和有一个新提法：“从浮云溪时代到云和
湖时代”。 请问叶书记，“云和湖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叶伯军：从“浮云溪时代”迈向“云和湖时代”，是十四
届县委跳出“县城”的思想框框和“28 平方公里中心城区”
的思维定式，大力推进环云和湖区域开发，拥湖入城、城
湖共融，在更大空间上谋划建设“大城”，构建空间新布局
的战略选择，是后“小县大城”时代优化县域空间布局的
重要措施。

记者：“云和湖时代”与“浮云溪时代”相比，会有哪些
明显变化呢？

叶伯军：第一，空间范畴不一样了。 浮云溪时代，云和
县城更侧重于一个紧凑的区域。 迈向云和湖时代，我们希
望把更大区域都作为一座城市来规划和建设。

第二，云和湖时代，在这座云和城，我们希望把山水
优势引进城市生活中，从而带来更高的舒适度和幸福感。
并且在空间规划上，有更多的留白，留足山水空间。

第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都将更新。 建
设好后的云和湖时代，云和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区块，都能
享受到相对均衡的公共服务。 每个云和人都能既有乡村
生活的幸福舒适，也能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享受城市生
活的便捷。

记者：关于“云和湖”的开发，云和有何初步规划？
叶伯军：我们计划在云和湖边建立四个小区块，一个

是赤石区块，有 1200 多亩地作为城市的滨湖社区。 一个
是三江口区块， 在局村溪口那片， 落地一个城市度假社
区，兼具旅游功能和城市配套功能。 一个是小顺区块，以
小顺的红色文化结合生态旅游来发展；一个是，外垟龙门
镇区块的休闲度假旅游的滨湖社区。

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准确把握和处理好人与自
然的关系，打造万山滴翠、层林尽染、鱼翔浅底、繁星闪烁
的最美生态，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准确把握和处
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要准确把握和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自
觉主动把云和发展放到全省、全市的大局中来考虑谋划。

“再有三年左右时间，我相信，云和会再次大变样。 ”

记者：这几年来，有外面的客人来云和学习“小县大
城”建设经验，您经常会说一句话“首先把产业聚集起来”。
那么，从浮云溪走向云和湖，云和的产业集聚度还够吗？

叶伯军：够的。 云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制玩具
生产基地，现在占有全球市场 40%的份额，业界知名度很
高，有木制玩具企业 1095 家、产值 66 亿元、电商销售额
29.5 亿元。 “玩具兴云和兴”，城区扩大了，云和的木玩产
业还要让产业链得到延伸，研发、品牌打造、体验……要
全产业链拉动发展。 现在， 云和木玩进出口有了自己的
“两仓”，未来还会有智创空间，站在发展的制高点上，这
个产业的集聚度只会越来越高。

记者：产业提升、城市建设、全域 5A，接下来，云和大
项目会非常多？

叶伯军：确实如此。 以前发改局很头痛，说云和没有
大项目，但最近这两年却是在“砍项目”，这说明大家谋发
展的意识在加强。 当然，我们所有的规划文本得听取广大
干部和群众的声音，不能让项目成为领导“拍脑袋”工程。

记者：那云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变化就会很大了吧？
叶伯军：我想有三年的时间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有五

年的时间就会有比较好的状态出现。

“找准云和自身定位，做最好的自己。 ”

记者：叶书记，去年我们在专访您的时候，您有一句
话， 让人印象特别深刻，“愿云和人都过上童话中幸福生
活”。 今年如果再请叶书记寄语一句的话，您最想说什么？

叶伯军： 我想跟云和的所有老百姓和干部说，“做最
好的自己”。 我们要根据丽水市委对云和的谋篇布局，以
及云和自身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找准自己
的定位，把云和打造成云和老百姓心中最美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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