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梦路上不停歇
———5A创建路上的担当群像

■本报记者 刘淑芳 刘斌 通讯员 郑佩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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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困难绝对会有，但创建 5A 一经启动，就绝没有退路！
这是仙都景区在 2016 年 10 月拿到 5A 创建入场券

以来，所有缙云人最坚定的认识。 彼时，仙都所面临的挑
战是巨大的，全国有 80 多个景区拿到入场券，竞争对手
中强手如云。 1000 多个日日夜夜里， 缙云全速攻坚抓落
实，众志成城创 5A，缙云县委书记、县长任总指挥，9 位副
县级领导和近 40 个单位共同推进 10 大类 68 个分项的
工作内容，绘制项目推进“作战图”，倒排计划，明确每个
项目各环节完成时限。 在仙都景区 5.23 平方公里创建范
围内，共涉及 26 个重点项目，在建设高峰期的 2017 年，
一共有 23 支施工队伍 3000 余名施工人员日夜奋战在工
地上， 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整个景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景点改造工程。

一场硬仗，乘风破浪，攻坚克难，其根源在于这场专
项行动“为民利民，利城利家”；其关键在于工作人员的奋
勇担当，全力付出，倾情服务。 当然，缙云这座城市的干部
群众凝心聚力，景区内群众的顾全大局同样让人动容。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筑梦路上不停歇。 只因实
现丽水 5A 零突破，这是每个丽水人共同的梦想。

致敬！ 奋斗者们。

【镜头一】

“完不成任务，我就回家种田”
仙都景区创 5A，在西入口处能够承载 1000 个停车位

的生态停车场项目，是 5A 创建以来的两大控制性工程之
一。

一座 35 万立方米的巨型山体成了停车场建设最大
的拦路虎。

今年 60 岁的丁文环是仙都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技术部部长。 这项工程交给丁文环时有“两个必须”：土石
方工程在 2017 年 3 月 15 日前必须开工，2018 年 2 月底
前必须竣工。 丁文环深知这项工程的三大困难：一是工程
量巨大；二是低价中标工程，管理难度大；三是土石方工
程不能影响游客中心建筑群和周边民房的安全， 只能实
行机械开挖，工期太紧。 但他只有一个选择：与时间赛跑。

面对困难，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会一直奋战
下去”。 面对责任，他说“完不成任务，我就回家种田”。

但要搬掉一座大山谈何容易： 高压输电铁塔要先迁
移、坟墓要先迁移、弃方场地要先解决，前期政策处理块
块都是硬骨头；开工之后，又遇到天气因素影响大、创建
工程交叉施工协调难、弃方场地容量不足等诸多大难题。
丁文环及时沟通、协调施工矛盾，一趟又一趟去外围区块
寻找合适的弃方场地，解决土石方堆放的后顾之忧，严密
监测每日工程进度，督促施工单位上紧发条，争分夺秒。

2017 年 11 月 16 日，由于雨天路滑，丁文环在上班途
中骑摩托车不慎摔伤，胸部三根肋骨骨折。 医生要求他必
须休养一段时间， 但丁文环吃了点药就接着扑在了工作
上，没有向单位领导请过一天假，也没有向同事提出任何
配合工作的要求，风雨无阻、坚忍不拔，最终提前完成了
既定任务。

丁文环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树起了一面鲜艳的
旗帜。 2018 年 7 月 29 日，市委书记胡海峰首次到仙都调
研，踏上游客中心大山原址上新建起来的生态停车场，对
“生死极速推进仙都创 5A，仅用一年完成 26 个项目建设”
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和作风给予了高度评价。
胡海峰书记说，在今天缙云这支铁打的队伍身上，看到的
是创 5A 的精神，为你们这种精神要点个洪荒之赞。

【镜头二】

“以情动人，才能融化坚冰”
2017 年 7 月 25 日上午 5 时 30 分， 仙都管委会干部

职工早早抵达五老峰清表现场，历经 4 个多小时的奋战，
终于胜利攻破政策处理“最后一站”。 就在几个月前，各联
村领导、驻村干部、政策科、工程科、村镇办等人员起早摸
黑、加班加点，准时出现在各个政策处理的现场。

仙都景区创建 5A， 项目用地政策处理可以说是工程
项目能否顺利推进的第一关卡。

对于仙都景区 5.23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们来说，
身边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他们的回忆。 “我住了一辈子了，
你叫我搬家？”“你再来我一脚把你踢出去！”仙都街道党工
委委员、组织委员田晓英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上门做征收户
工作，常吃闭门羹。 委屈吗？ 委屈。 难过吗？ 难过。 但也没
有太多时间让自己难过，啃下“硬骨头”才是要紧事。

“都说征拆征收是‘天下第一难事’，是因为征收事关
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田晓英说，只有想百姓之所想，急百
姓之所急，将每一项工作做到最细致，才能对得起他们的
信任。

创 5A 政策处理之初，正值炎热的夏季，仙都街道的
领导班子带队深入鼎湖、前湖等村，夜访农户，趁着夜晚
的片刻凉爽，在村民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段，与农户面对

面谈心交流， 以一份大义讲透道理， 以一片温情感动群
众；仙都街道副书记梅卫新举着受伤的手，没有白昼没有
双休， 带着政策科一帮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户家
中去完成一项项政策处理工作； 政策科的应碧君在五老
峰区块确定红线时被马蜂蜇伤，去卫生院简单处理一下，
又回到政策处理现场； 政策科另一名负责人柳荣盛为了
消除农户的疑惑，早上六点不到就来到田里，对有异议的
田地进行重新测量……

“以情动人，才能融化坚冰”。 从吃闭门羹到握手言
欢，政策处理组工作人员的真情、大爱，如同一股暖流，直
抵人心，融冰化雪。

【镜头三】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
“为尊严而战，为荣誉而拼”。 从领到 5A 入场券开始，

抢白天，战黑夜，齐心协力，热火朝天地推进着 5A 创建工
作，只因为“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

西入口土石方、风情绿道、下洋至前湖大桥、管线落
地工程、道路改造（白改黑）、污水管、独峰书院修缮、三大
景点（鼎湖峰、倪翁洞、小赤壁）改造、村庄风貌改造等项
目穿插进行，同步施工，以“生死极速”赶工期，抢任务。

老同志赵选中不仅与年轻人一起拼搏在工程建设一
线，还及时做好各类信息报送；李夏龙身兼数职，拼尽全
力，日夜奔波在下洋至前湖大桥、鼎湖峰景点改造等施工
现场……“一帮人，一件事，一条心，继续早出晚归，合力
奔跑创 5A。 ”2016 年底刚从外县调回缙云的陈更表示有
机会参与全市首个 5A 景区创建是他的荣幸。

2017 年，攻坚克难最关键的这一年，犹记得一年当中
最高温的大暑时节，最高温度在 40 度以上，在太阳炙烤
下的施工现场地表温度更是在 50 度以上。 在鼎湖峰景点
改造工程现场，每天都有 30 多名工人冒烈日顶酷暑进行
各建筑物基础工程的施工。 “每天工作时间是早上 6 时到
11 时， 中午 14 时到 20 时， 加夜班的话可能到 22 时以
后。 ”工程管理人员李林鹏介绍。

犹记得， 下洋至前湖大桥是仙都景区创 5A 控制性
节点工程，时间紧，任务重。 缙云县交通局局长施碧清介
绍，为确保大桥工程如期完工，缙云县打破常规，抢晴天、
战雨天，日夜加班抢进度，在梅雨季节根据天气情况提前
施工，仅用两个月时间建好水中桥墩，避开洪水期，为大
桥建设打下基础，赢得时间。

犹记得，在“仙都急速奔跑创 5A”微信群中，不时传来
各个施工现场的照片，或是挖掘机翻土作业，或是工人挥
舞铁锤，或是干部夜访群众，或是连夜开会研究工作……
负责创建图片拍摄的摄影师许小峰跟着创 5A 的节奏全
身心投入， 他由衷地表示：“创 5A 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
拍照片就像采收果实一样，只要有果实可摘，不论白天黑
夜都要去，不去就不会再有。 ”

【镜头四】

“仙都是我们大家的”
2019 年 8 月，五十年一遇的超强台风“利奇马”横扫

仙都，一夜之间，仙都景区满目疮痍。
面对仙都景区突遭天灾， 丽水市市长吴晓东第一时

间深入一线指导救灾，缙云县委县政府调动全县 71 个机
关事业单位、18 个街道（乡镇）共 8000 多人驰援仙都景区
重建，七天时间清运 5000 多吨洪水遗留垃圾，通过短短
一个月的恢复，迅速完成从救灾到灾后重建的重任。

在 22 个日日夜夜、520 多个小时里，巍巍的鼎湖峰见
证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后重建大会战。

缙云县建设局局长郭以洪第一个打电话到景区管理
中心，主动请缨支援，组织了 200 余名干部职工清洗西入
口至鼎湖峰段绿道路面和清理两沿垃圾。 正在创 4A 冲刺
期的河阳古民居景区管理中心，得知仙都景区受灾，主任
李德扬带领十多名干部职工，来到了仙都。 舒洪、大洋、大
源等乡镇派出了应急分队在景区内的河道里认真地清理
漂浮物；

缙云县仙都景区管理中心员工应晓洋和同事在景点
巡查途中，意外摔倒受伤，经医院检查为肋骨骨折，建议
卧床休息 15 天。 根据医生意见，他当天就填写了请假申
报表。 就在此时，台风“利奇马”悄然来临。 于是，应晓洋把
原本要给领导签字的请假申报表，悄悄地压在了抽屉里，
与同事们一起忙碌于防台各项防御工作；

在洪水退去后的第二天， 景区内许多民宿业主都参
与到了这场大会战里。 在鼎湖丁步桥上，因为桥面很窄，
大家一字排开，进行垃圾清运接力，水面贴着石板桥，只
留下石桥本身的厚度，水流又急。 只听到“咚”的一声，农
家乐老板刘志平一个人跳下了水，水齐胸深，他弯下腰往
水里掏枯枝乱叶、树桩，在水里一泡就是一个多小时……

所有的齐心协力，只因 “仙都是我们大家的，创建 5A
我们都应出力。 ”

5A评下来后的那个夜晚
本报记者 刘淑芳 刘斌 通讯员 郑佩婉

� � � � 1 月 8 日晚间，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发文公布，缙云仙都景区获批
国家最高等级旅游景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 月 9 日，晋级 5A 的第一天。
前一日的喜悦过后，在仙都管委会的办公大楼里，这一天，与往

常并没有多少两样，忙碌依旧是主旋律。 结束了一天的采访后，天已
经黑了，记者一行到“烧饼总部”吃了晚餐。 饭后，正准备离开时，与
仙都 5Ａ 办郑佩婉偶遇，她刚下班，正准备吃个烧饼就继续加班。

加班的内容是关于 5A 景区最新最全的文字、 图片和视频宣传
资料，需要提交文旅部统一宣传展示，算是 5A 创建成功后，仙都景
区接到的第一项任务。 其中，最难的就是 200 字的宣传语。 由于宣传
语风格没有统一标准，如何更全面、准确、精炼地概括仙都景区的特
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短短的一天时间，仙都景区就收到几十条宣传语初稿。 1 月 9 日
当天，仙都景区从宣传语中挑出了两个版本，再在此基础上进行融
合提升，递交给省文旅厅后，反馈是“还不够新颖”。 于是，在遇到我
们的时候，仙都管委会的同志就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办公室帮帮忙。

不知此事重要性的我们满口答应。 我们是做梦也没想到， 这一
加班，居然加到了深夜。 在一间小会议室里，我们深度报道部一行五
人，便加入到这项重要的工作当中。 在这数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算
是领略到了仙都景区管理者的“一丝不苟”。 对于文字的锤炼，标点
符号的吹毛求疵，连我们都自愧不如。

夜晚 11 时，总算改好了宣传语，我们也回到了住宿的地方。夜晚
12 时，打开手机，只见采访群里又发了几条与之前不大一样的宣传
语，管委会的同志说“刚刚的还不完美，只能继续再想。 ”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不敢问结果。 上午九时，我们在采访时，看
到他们一脸笑意，“终于通过了”。

记者手记

仙都老街蝶变的背后
本报记者 刘淑芳 刘斌 通讯员 郑佩婉

� � � � 2019 年下半年以来，谢公馆、素心民宿、伽乔民宿、悠然书院、金
枣苑民宿相继落户缙云仙都轩辕文化街，这是今年轩辕街又新开出
的十来家民宿，整条街的高端特色民宿已有 52 家。 轩辕街已经成了
一条名副其实的“民宿一条街”。

现在轩辕街人气兴旺，一侧的绿道上，熙熙攘攘，每逢节假日，游
客盈门。眼前的热闹很难让人想到，自 2004 年建成招商以来，这条街
曾一度沉寂了十多年，至少在 2012 年以前，街景可以用冷清来形容。
“我是 2012 年调到仙都街道管委会工作，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整条
街只有一家店开着。 ”仙都管委会副主任丁伟忠告诉记者，他亲眼看
着轩辕街由衰到盛。

对丁伟忠而言，街边的民宿就像他的孩子。 “轩辕街靠着仙都景
区，这么好的位置，闲置着浪费了。 ”2011 年至 2015 年，仙都景区门
票收入从 1000 多万元增长到 3600 多万元，年游客量从 20 多万人增
长到 200 多万人，要让更多游客留下来，让本地人挣到钱，发展民宿
是个好方法。 那段时间，丁伟忠一直忙着规划这件事，东奔西跑，争
取政策。 2015 年底，缙云西站开通，高铁直达缙云，缙云的旅游业发
展迎来新契机，民宿也迎来春天。

“打造民宿街的目的不是把民宿聚集在一起，而是形成一种健康
的业态，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一定要避免民宿‘同质化’。 ”丁伟忠说，
通过政府“有形之手”的谋划，轩辕街民宿呈现多样化的特色发展。

为了鼓励民宿往高质量方向发展， 仙都街道鼓励轩辕街上的民
宿参与省里的评级，级别越高奖励越多。 2019 年，“宋哥香墅”评上了
年度浙江白金宿，“初阳小院”“别舍”“十里青山”“河阳记忆” 入选银
宿。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民宿办高端， 让游客住得舒适，让
业主从中受益。 ”丁伟忠说。

除了资金奖励，2018 年轩辕街又有新动作。 仙都街道打造的“轩
辕民宿部落”，为这条民宿街注入文化，打出品牌。 轩辕街上的民宿
可以自愿加入“轩辕民宿部落”，加入后统一品牌、统一价格、统一管
理。 “我们希望大街上的民宿能够实现‘标准化’，让这条大街青春永
驻。 ”丁伟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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