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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钟根清 通讯员
李军舫）最近，选址在义乌丝路新区
金融商务区的莲都大厦地块成功摘
牌。这个双子“飞楼”项目是莲都与
义乌携手打造的全省山海协作升级
版的标杆项目，对加快推进两地产业
发展、招商引资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具
有重要意义。

莲都大厦项目总投资约 15 亿
元，出让土地面积 10247.37 平方米，
拟建设 2幢超 150米的高楼。项目重
点聚焦科创、金融、数字经济等方向，
聚力服务时尚、信息经济、先进装备
制造、食品生物医药健康等战略新兴
产业，引进和培育现代服务业，将为
丽水籍企业提供异地优质商务办公
平台。

莲都区经合中心主任张濂说，除
了“飞楼”，莲都还在义乌建起了消薄

“飞地”——义乌-莲都山海协作消薄
园项目。莲都采取消薄资金入股形

式，每年至少可获 300 万元红利，将
为 36个村解决“消薄”问题，带动 208
个村集体增收。目前，部分项目已建
成投产，并收到了首批分红。

山呼海应，问海借力。自 2012
年开展山海协作以来，莲都与义乌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开放平台、通
道、项目等关键环节，携手打造“3+3+
2+X”模式，从共建“三园三馆”，启动

“飞楼”“飞地”，到合力打造科技创新
研究院、乡村振兴示范点，全力打造
全省山海协作升级版标杆。

山海协作，促进了产业平台多元
化。莲都借助义乌的资金、人才等优
势，共建山海协作产业园、电商共建
产业园、古堰画乡生态旅游文化创意
产业园，共建多类型、多层次、多领域
的合作发展平台，加快吸引聚焦外来
优质要素和高端资源，促进经济增长
内生动力大幅提升。

目前，莲都-义乌山海协作产业

园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和企业投
资 79.7 亿元，合同引资超 200 亿元，
落地投产企业 82 家；电商园已引进
义乌、杭州以及本地电商企业 53家，
主营莲都绿色农产品和创意产品，年
销售额 1.07亿元；义乌-莲都山海协
作创意作品交流中心投入运营，一号
艺术区块完成整体招商，引进各类画
廊和文创工作室 120 多家，生态旅
游、文化创意产业和健康养生产业融
合发展的综合园区逐步成型。

从义乌引进的华统畜禽产业链
智能化项目，计划总投资 7.5亿元，是
全市史上最大的农业产业招商引资
项目，历经两年多时间建设于近期建
成投产，形成“饲料加工—苗猪培育
—畜禽养殖—畜禽屠宰—肉制品深
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有力推动生猪
增产保供和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

山海协作，走出了市场合作特色
路。除了将产业项目“引进来”，莲都

还依托义乌大市场和“一带一路”桥
头堡的优势，为产品连接了“走出去”
的大市场。目前已在义乌小商品城
专门建立了莲都生态农产品精品馆、
古堰画乡巴比松油画馆，同时在捷克
外贸馆、义乌“百县万品馆”建设和装
备博览会、森博会等大型展会上都设
立莲都专区，拓宽了从农产品到文创
产品、工业产品的销售渠道，让更多
莲都好产品走向国内国际市场，推动
消费帮扶升级。

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离不开人
才和智力支撑。去年 9月，莲都依托
义乌优势科研资源和技术平台，结合
生态工业发展实际需求，与义乌合作
共建山海协作创新研究院，在新材
料、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技人才培
养、科技服务工作。今年还开展画乡
莲都·院士之家建设，合力引进院士
17名， （下转第七版）

携手打造全省山海协作升级版标杆

莲都义乌“山海一家亲”全面释放协作“红利”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通讯

员 齐川 陈超）日前，市农业农
村局组织相关行业专家对浙江
忆碧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浙江
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市农作
物总站等单位共同研发的环保
秸秆焚烧炉进行论证。

为护卫蓝天白云，建设生态
高地，我市农业部门出台最严格
禁令，禁止秸秆露天焚烧。农民
传统农耕文化至关重要的一环
受到冲击，他们利用焚烧秸秆来
灭菌、杀虫，烧制的草木灰还田
增补有机磷钾肥的习惯面临挑
战，出现了偷偷烧、夜晚烧等现
象，山火隐患也随之而来。秸秆
直接还田还引发出苗不齐、病虫
草害暴发的趋势。肥药双控工
作的着力点在哪，怎么实现，引
起各方的担忧。

2020 年省中药材产业技术
团队项目《百合生态种植模式示
范》，拟在青田县舒桥乡引进无
烟草木灰技术。在省农技推广
中心专家的倡导下，浙江忆碧蓝
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牵头市农作
物总站、市农林科学研究院、青
田县农作物站等单位科研力量

组建研发团队，历时数月，经多
次调试，今年 6 月，全市首台环
保秸秆焚烧炉正式在舒桥乡投
产。

环保秸秆焚烧炉在青田成
功投产后，吸引了大量的农业专
家、种植大户等前来参观考察。
目前，该产品正在申请国家专
利，计划 2年内实现推广 300台，
为秸秆禁烧与肥药双控提供最
强支撑，助力乡村振兴。

论证期间，由省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副主任舒伟军等 7 人组
成的论证专家组实地查看了设
备运行，听取了情况汇报，查阅
了相关材料后，认为环保秸秆焚
烧炉研发成功，有较强的推广应
用价值。

专家组认为，针对农作物秸
秆乱堆放和露天焚烧、秸秆还田
造成病虫草害加重等现象，研发
环保秸秆焚烧炉，对增加地力磷
钾含量、减少病虫草害基数、改
善土壤酸化，实现秸秆无烟化利
用等有重要现实意义，经用户使
用，反映良好，具有良好的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议进一步
改进完善，加大示范推广力度。

“田园卫士”为秸秆禁烧与肥药双控打通“任督二脉”

我市首台环保秸秆焚烧炉
通过专家论证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项素兰 胡春麟）日前，龙泉
市八都镇安田村村民钟森长像
往常一样来到黑木耳基地，查看
黑木耳生长情况。凭借着朵大
肉厚，去年他种植的木耳纯收入
达到了 5 万多元，他开心地说，
多亏了村上的“银行”，解决了自
己资金短缺难题。

钟森长所说的“银行”，其实
是指其所在村的扶贫资金互助
会。为进一步解决农户融资难
题，打破资金制约，扩宽增收渠
道，自 2014年以来，龙泉深入推
进 扶 贫 资 金 互 助 组 织 试 点 工
作。其中，扶贫资金互助会资金
以市级扶贫资金为基础，本村农
户自愿入股，主要用于发展种植
业、养殖业等短平快项目，会员
借用扶贫互助资金时，也需承担
一定的资金占用费。

“扶贫资金互助会相比银行
借贷，办理方便，利息更低。”安
田村村监会主任介绍，目前，会
员人数达到了 120户，互助资金
共 59万元。有资金需求的村民
向互助会提出申请后，最快 2天
内就可以拿到贷款。自 2014年
成立互助会以来，已发放借款
250多万元，惠及 120多户农户，

主要发展木耳、香菇等特色产
业。

家住查田镇隆丰村的汤如
水，因病逐渐丧失了劳动力。为
了摆脱贫困，汤如水参加了龙泉
市举办的养殖技术培训班，掌握
中蜂养殖的技术，然而一度因为
没有创业启动资金难住了他。
两年前，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汤
如水顺利拿到了 2 万元的小额
信贷，买来了蜂箱、蜂苗，开始养
蜂创业之路，生活渐渐有了起
色。

见到汤如水时，他正忙着
“侍候”基地里的 100多群蜜蜂，
每一个动作认真而细心。“去年
蜂蜜就卖了 5万多元，今年产量
好的话，还能有更可观的收入。
如今生活好了，收入也越来越
高，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
好。”说话间，汤如水对以后的美
好生活充满信心。

近年来，龙泉不断创新扶贫
模式，通过在全省率先探索实行
惠农担保合作、公益林补偿金收
益权质押贷款、林地经营权流
转、扶贫资金互助等举措，让山
村百姓尝到甜头，不断增强发展
产业、增收致富信心。

政府补助 农户入股 富民惠民

龙泉“金融扶贫”
助村民过上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
员 夏洁敏）11月的清晨，当初冬
的阳光刚刚给墨绿的群山洒下
一抹金色时，松阳县叶村乡横坑
村“云夕天域”民宿管家刘晓峰
已守候在村口，等待即将入住的
客人。“这个季节村子周边的景
色最迷人，就连我们本地人也百
看不厌，客人们肯定会很满意
的。”

近年来，依托丰富“山水资
源”，一家家各具特色的民宿如
一颗颗明珠镶嵌在松阳的山间，
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升温，个性
中高端民宿经济成为松阳县域
内村集体持续性消薄的一针强
心剂。

“有了那么好的自然环境，
客源也就不愁了。2017 年横坑
被评为浙江十大美丽乡村后，慕
名来我们这的游客一年比一年
多。我们这家民宿有 19 个房
间，目前日均入住率达到 80%以
上。”刘晓峰说。

走进“云夕天域”民宿，记者
看到，前厅的货架上，整齐排放
着当地的各种“土货”，有笋干笋
衣、梅干菜、土蜂蜜、番薯干，还

有竹筒、竹杯等手工艺品。正在
理货的谢李美介绍，他们民宿里
售卖的土特产基本都出自横坑
村，而这些“土货”成为不少来自
大城市的游客眼中的稀罕物，因
价廉物美意外走红，许多客人离
店时都会顺手带上一些作为“伴
手礼”。

“这些年，村里累计出租空
闲房屋 30 栋，由外地老板统一
开发经营。来的人多了，村子也
发展起来了，光房屋出租一项，
我们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
增加 30 多万元呢。之后，按照
合约每年的租金还会递增 5%。”
横坑村党支部书记徐叶谊说。

在松阳县新兴镇谢村村大
岭里自然村，茶山环绕，优越的
自然资源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
前来体验茶园乡村生活。而由
村物业楼改建而成的陌领浮光
精品民宿成为前来观光波光水
面和绵延茶山景观的游客首选
的入住地。

（下转第七版）

乡村土货成热销“伴手礼”山间云雾引八方游客来

松阳“美丽经济”助力消薄增收

近年来，缙云县
因地制宜打造扶贫
产业基地，建立党员
干部联户帮扶机制，
带动低收入人群增
收。图为近日双溪
口米仁基地喜获丰
收，党员帮助农户收
割脱粒。

记者 雷宁 刘
斌 特 约 摄 影 记 者
周勰 摄

本报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吴黎明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是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
方式，对指导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是“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谋划“十四五”规划
的关键之年。作为走进新时代、应对
新挑战、构建新格局、奋进新征程的
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具有
新的时代特征和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意义。同时，明年召开的市四届人大
六次会议还将依法审查和批准我市

“十四五”规划纲要。
如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

成为国家意志，近一年来，市人大
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依

法履职、坚持问计于民，切实发挥
人大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着力推
动市政府谋划编制好“十四五”规
划纲要。

10月上旬以来，市人大常委会专
门组成调研组，就全市“十三五”规划
纲要执行与“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情
况开展调研。据了解，“十三五”规划
纲要实施以来，在市委正确领导下，全
市各级政府及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八八战略”，扎实推进“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地生根，围绕《丽
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确定的
目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期
间，丽水发展获得总书记的充分肯定，

作出了“丽水之赞”，同时还荣获了“全
国文明城市”“美丽山水城市”“全国综
治优秀市”等称号。

成绩有目共睹。纵观“十三五”时
期，我市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全市人均
GDP近1万美元，年均增长6.7%；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39.83亿元，年均增
长10.3%，交通、生态、能源、信息和社会
服务等大批基础设施投入使用或开工
建设。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一产、二产、
三产增加值分别由 86.01亿元、443.62
亿元、509.00亿元增长到100.04亿元、
571.34亿元、805.23亿元，产业结构由
8.3∶42.7∶49.0调整为6.8∶38.7∶54.5。

改革开放扎实推进，浙江（丽水）
绿色发展综合改革创新区建设上升
为省级战略，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最多跑一次”

改革、“亩均论英雄”改革等一系列重
大改革向纵深推进。民生事业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17年全
省第一、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 12
年全省第一，教育卫生文化社保就业
等事业加快发展，社会治理扎实有
效。

而“十四五”时期是我市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努力打
造全面展示浙江高水平生态文明建
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两方面成果和
经验的重要窗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开好局的关键五年。

（下转第七版）

为推动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执行与“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调研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梅文华）“自从引进枇杷花、枇杷膏制
作流水线，再加上枇杷叶的销售，我
们专业合作社直接带动会员每亩增
收 3000 余元。”随着冬季来临，果农
们又开始采摘枇杷花，莲都区枇杷产
业农合联理事长傅陈波介绍，莲都是
丽水枇杷最主要的生产区域，为提高
果农种植积极性，2018年莲都区立足
产业发展，成立了莲都区枇杷产业农
合联，“我们平日里除了指导果农如
何种枇杷，还尝试在枇杷花、枇杷叶
上做文章，不断延伸枇杷产业链。截
至目前，枇杷种植面积已达 2400 余
亩，年销售额突破 1100万元。”

一直以来，“九山半水半分田”的
丽水农业产业特色鲜明，但规模化、
市场化不够，融资困难、销售渠道不
畅通等因素曾制约着我市农业产业
的发展。如何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
促发展？2016 年，丽水在摸索中尝
试，于全省率先开展产业农合联建设
探索工作，并成立了全市第一家产业
农合联——缙云县杨梅产业农合联。

“不同产业之间进行联合，很难
找到出路。只有把原来分布在各个
区域内，分散的同一产业的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
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联合起来，才能
凸显出共同的服务需求，为其提供更

精准、更专业的服务。”丽水市供销社
主任、市农合联执委会主任应勇军介
绍。

据了解，截至目前，丽水全市已
成立产业农合联 57 个，吸纳各类涉
农产业主体 2822个，覆盖食用菌、茶
叶、水果、高山蔬菜、中药材、畜牧、笋
竹、油茶、渔业等九大农业主导产业，
并实现 9 县（市、区）全覆盖，带动会
员及农户销售农产品 50 多亿元，辐
射带动 7万多户农户发展。

而为了更好地抱团闯市场，全市
农合联还探索出了龙泉市供销 e城、
青田侨乡进出口跨境贸易、景宁县
600 营销联盟三种产业服务平台模

式。为解决特色农产品销售难和质
优价不高的难题，龙泉通过建立农产
品供销 e城，以公司化管理运营农产
品生产基地，发展“订单式”农业，去
年直接销售高山蔬菜达 3000 余万
元。青田利用侨乡优势，在德国、捷
克、奥地利等 10 多个国家设立农品
城农产品海外专柜，实现在售农产品
超过 580余种，总出口额超过 1000万
美元。景宁则组建景宁 600 生态精
品农产品营销联盟、景宁县 600有机
耕作者联盟，开启“平台共建、资源共
享、互帮互助、抱团发展”新模式，
2019年实现农产品销售 3700万元。

好服务生产出好产品，好产品卖
出好价钱。应勇军说，产业农合联以
市场化为导向，以为农服务为宗旨，
以合作联合为纽带，围绕特色产业建
设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服务
功能，实现了产业服务资源的整合与
服务效率的提升，赢得了农户的广泛
认可。

带领全市农民趟出绿色发展金光大道

丽水57个产业农合联抱团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