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手传承革命历史之“红” 一手托举生态发展之“绿”———

红绿融合：开路架桥势如虹
■本报记者 张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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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红绿融合新路径

奋奋进进七七十十年年 丽丽水水““四四个个一一””之之四四个个新新脚脚步步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 � � �感受红色脉动，怎能不来丽水？
丽水全境，共有革命遗址 429 处，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

老根据地县。 而且在如今的丽水，体现各地红色文化的，不仅有
革命遗址，还有一条“路”。

近年来，丽水用丰富密集的红色资源开路架桥，将旅游、摄
影、民宿与农产品等节点悉数连接，串起一条“红绿”融合之路。
走在这条新路上，处州，这个浙江市域面积最大的城市，今年再
考“高分”：前三季度全市生产总值 1055.03 亿元，增长 8.2%，排
名全省第二，向着“全年红”冲刺。

隆冬时节，丽水暖意融融，映入眼帘的，满是“红绿”融合发
展之路上的新景色。

红色印记激发时代发展新内涵
今年， 老一辈革命家在丽水顽强奋斗的历史被浓缩成 12

字———“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 这 12 字有一个新名
字：浙西南革命精神。

走进新时代， 如何让红色基因， 让信仰之花迸发出新的活
力？ 今年 4 月，一场“浙西南革命精神”内涵表述语征集活动在丽
水兴起。 一时间，每个支部、每个乡村、每位党员，都将视角聚焦
到革命精神的追根溯源，人人都在思考、理解、表达。

缙云溶江乡大雅畈村的老人江再山，是一名抗战老兵，年过
百岁，委托儿媳，通过电话提交了他认识中的内涵表述语。 退休
的刘老师，因为不会用电脑，专门致信征集活动办公室，信中一
字一句， 满含真情……据了解， 二十多天里， 活动总共征集到
7091 组（条）内涵表述语，线上总访问量达 697 万人次。 在丽水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任淑女看来，通过公开征集的形式，就是要全
民参与，实现精神传承，这是对 “浙西南革命精神 ”的一次再学
习、再教育的生动实践，并且让精神生根发芽，释放出更绚烂的
时代光芒。

时至今日，红色精神还被赋予了全新的解读方式。
86 岁的朱宗鹤从未想过， 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摄影师追逐

的“焦点”。 朱宗鹤是遂昌泉湖寺管理员，90 多年前，浙西南第一
个党组织———中共遂昌支部就是泉湖寺成立。

为守护这处红色印记，从 17 年前开始，朱宗鹤每天在泉湖
寺迎着晨曦，坚持一个人升旗。 鲜红的国旗下，朱宗鹤挺立着苍
老的身躯，令人动容……

这个故事也感染着摄影家们，一组精心拍摄的《老党员朱宗
鹤的一天》摄影作品让越来越多人熟悉这个初心故事，甚至还有
人特地赶来，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这正是生动的印证。 在逐梦绿色发展路上，丽水传承浙西南
革命精神，倾力守护红色革命遗址，为摄影文化提供了丰沃的红
色土壤。 同时，积极发挥“中国摄影之乡”的优势，通过镜头和光
影，让红色故事声传远方。

今年，由丽水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红色浙西南·绿色新丽水”
主题摄影大赛就引发了一股寻访红色遗址热潮 ，《乡村里国旗
手》《秘境》《革命精神》等一幅幅摄影作品，让红色故事走入大众
视野，深入百姓心间。

红色旅游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重走一段红军路、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吃一餐红军饭、听一

堂革命历史课……触摸历史脉搏，追忆烽火岁月，“红色之旅”正
在丽水大地如火如荼地上演，“红绿融合”发展让乡村重现生机。

今年，遂昌云峰街道门阵村“老区农家乐”老板邹日生电话
不断，不少游客提早预约假期的吃饭住宿。

国共合作谈判旧址就是老邹家的房子。 2008 年，他凭借自家
的红色资源，办起了以“红色”元素为主题的农家乐。 “清明假期，
接待了 100 多位游客。 很多时候，20 几张床铺供不应求，接下来
我还会考虑增加床位。 ”邹日生向记者算起收入账：2018 年，店里
营业额达到十几万元， 比往年多出许多， 而今年的形势则更喜
人。

门阵村是在浙江革命史上留下过浓重色彩的村庄。 今年以
来，村庄发挥“华东天路”旅游资源以及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吸引
了越来越多慕名踏访的游客，一时间，这个偏远的村庄成了游客
开展红色越野自驾游、研学游、党性教育、观光游等活动的打卡
胜地，推动了村庄发展以及百姓增收。

眼下，越来越多的红色乡村在绿水青山间重放光彩。
小顺村地处云和县石塘镇，三面傍山，一面临水。 近年来，通

过挖掘和整理抗战文化，小顺村开始发展红色旅游，先后恢复建设
了 “周恩来视察小顺浙江铁工总厂纪念碑”“冯雪峰同志疗伤旧居”
“小顺-梅湾红军古道”等抗战历史文化遗迹，还将乡镇府旧址改建
成爱国主义教育训练基地。

结合红色文化，村里推出了党课套餐、军事课堂、爱国主义报告
会等活动，同时，还创新性地设计出红色印记、红烧党参等“红八碗”
系列特色农家菜。 全村 14 家农家乐和民宿， 去年营业额就达到了
800 多万元。

“2015 年之前，村里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去年达到 38 万元，
绝大部分来自于红色旅游。 ”小顺村村党支部书记陈小明说。尝到甜
头后的小顺村，准备进一步发挥红色基因的优势，正谋划打造“小顺
军民融合体”项目。

尽管“浙西南革命精神”弘扬践行活动于今年启动，但实际上，
几年中，丽水的红色旅游已渐入佳境，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
托。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全市共有
四个景区和两条线路纳入省级红色旅游规划。

今年 5 月，丽水市集中推出了 10 条“浙西南革命精神”红色之
旅精品线路，将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瑰奇秀丽的自然风光以及绚
丽多彩的民族风情集中打包， 引导游客在欣赏秀丽风光的同时，感
受红色丽水文化。

“红色+”拓宽“两山”发展新路径
坐拥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的“最大一片绿水青山”，丽水提速“两

山”转化的探索对浙江乃至全国都颇有意义。
2013 年，浙江省委对丽水作出“不考核 GDP、不考核工业增加

值”的决定，鼓励丽水轻装上阵聚力绿色发展，但不等于丽水不要
GDP。

然而，绿水青山不会自动带来金山银山。 丽水不断探索生态产
品的价值实现过程，既是绿水青山的价值实现过程 ，也是打开 “两
山”转化通道的应有之义。

龙泉住龙镇西井村村民用蜂蜜为红军战士疗伤的故事，卖俏了
农家的土蜂蜜；云和小顺抗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梅湾红色古村游
学带火了云和梯田和民宿经济……

“红绿”融合，吹响了乡村振兴再出发的号角，绿水青山间处处
是生机。 当红色旅游将源源不断的游客带进大山，丽水的山货逐渐
走出山门，“山景”变“钱景”。

遂昌大柘镇坐拥逾 5 万亩茶园，茶产值超 4 亿元。 今年以来，该
镇创新推出“泉湖星火+一张绿叶”产业融合增效模式，推动茶产业
成为地方发展主引擎，还充分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专门成
立了一支“铁骑兵”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春茶百日服务活动”，
专班专人为茶农解决实际问题，让茶农手里的“绿叶子”源源不断变
成“红票子”。 2018 年，大柘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2 万元，位居
遂昌前列。

2014 年，丽水市政府主导推出了全国首个覆盖全区域、全品类、
全产业的地级市农业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 截至目前，“丽
水山耕”会员 903 家，建立合作基地 1122 个，销售额累计约 179 亿
元，产品溢价率超 30%，品牌评估价值达 26.6 亿元。 荣获“2018 中国
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第一名；丽水获评全国民宿产业发展
示范区，累计培育农家乐民宿 4418 家，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19.5 亿
元，同比增长 20%以上。

站在新的起点，展望新的未来，丽水正满怀豪情，以勇当高质量
绿色发展“模范生”的要求，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行。

今年 1 月，国家长江办已正式发文批准丽水作为全国首个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试点市。 对丽水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
机遇， 更是为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发展动
力。

国家林草局也已经将丽水确定为国家公园试验区。 丽水正积极
谋划以浙江凤阳山———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核心，整合庆元
国家森林公园、庆元大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
和周边具有优质自然生态、 深厚文化底蕴的区域创建丽水国家公
园，并在全国率先开展国家公园设立标准的试验检验。

红，记载了革命历史的发展历程；绿，承载着生态产业发展的希
望，如今，一曲曲“红绿”融合的动人乐章响彻处州大地，将丽水百姓
生活点缀成诗，让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幸福大花园跃然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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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奋进新丽水
■本报记者 张李杨

� � � � 70 年筚路蓝缕，70 年春华秋实。
70 年前，丽水还只是一个山区小县，城区建成区不

过几条街道； 如今， 这里是一座新兴的浙西南中心新
城。

70 年前，走出浙江，知道丽水的人寥寥无几；如今，
生态绿谷、创新之城、幸福之城的美誉传遍全国。

70 年前，“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曾经是全省扶
贫工作的重点地区。直到 2015 年，丽水完成了省委摘帽
“欠发达”、实现“绿富美”和“消除 4600”两项重点任务。
到了 2018 年， 丽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更是连续
10 年位居全省首位。

去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给予丽水 102 字的“丽水
之赞”：“浙江丽水市多年来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坚定
不移保护绿水青山这个‘金饭碗’，努力把绿水青山蕴
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环境质量、发
展进程指数、农民收入增幅多年位居全省第一，实现了
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

从山区小县到生态新城，从生态之城到创新高地，70
年间，丽水变了容颜，奋进则是丽水最显著的前行姿态。

70 年来，全市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从 0.79 亿元跃升到 1394.67 亿元，增长了 1766 倍，经
济总量迈上千亿台阶；人均 GDP 从 68 元跃升到 63611
元，达到中高收入水平。

70 年来， 绿染锦绣， 绿色生态已是城市的发展底
色。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丽水在
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始终航向如一， 砥砺前
行，闯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收获了生态屏障、绿色
发展、宜居宜业、文化名城、红色热土“五张金质名片”。

70 年来，创新发展带领丽水走出了高质量绿色发展
的新路子。 根据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2018 年发布
的《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和生态资产核算研
究报告》显示，2017 年丽水市 GEP 为 4672.89 亿元，GDP
为 1250.92 亿元， 实现 GDP 和 GEP 规模总量协同较快
增长，走出具有丽水鲜明特色的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

70 年来，丽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2018 年空气
质量列全国 169 个排名城市第 5 位，市区空气质量指数
（AQI）全省第一，全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 15 年全
省第一，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连续 11 年全省第一，
“五水共治”满意度连续 5 年全省第一。

70 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截至 2018 年，我
市农民收入增幅实现“十连冠”，全市低收入农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幅连续 3 年居全省第 1。 食品安全公众满
意率连续 10 年全省第 1， 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连续 5 年
全省第 1。

回顾 70 年发展历程， 一路风雨兼程， 一路负重前
行，一路披荆斩棘，我们迎难而上、艰苦奋斗、开拓创新，
走出了一条符合丽水实际的发展之路，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辉煌成就。 立足新起点，展望新时代，聚力再出发。

放眼丽水，山更青了、水更秀了、天更蓝了！ 人民群
众吃上了生态饭、打起了生态牌、干起了生态活，真正
让“山货”走出“山门”，“山景”带来“钱景”，“绿水青山”
源源不断带来了“金山银山”。

在新时代的今天，丽水坚定高质量绿色发展定力，
正朝着与全省同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努
力奋斗，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新生活更
加美好。

深度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