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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丽水市“撤地设市”二十周年。原部属多次约稿，要求我
写写当年市委绿色发展重大决策过程，特别是与笔者关联度较大的

“浙江绿谷”区域品牌提出的背景。
离开丽水 17年多，从未撰写过与自己有关的工作回忆文章。前

不久，偶尔整理电脑中自己多年来撰写的文章和采访笔记，翻到一
篇写于 2015年参加省委党校的领导干部培训班的开班作业，内容恰
是与约稿要求相符。

作为一位省级机关到丽水任职的班子成员，在丽水 5年工作下
来，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自己只是一位班子普通成
员，但也是参加了那些年的市委重大决策，见证了那段岁月的重大
实践。

印象最深的是，丽水“撤地设市”首届市委、市政府在给未来丽
水发展定位和规划蓝图时，就十分鲜明地提出绿色发展的战略思
路。

在世纪之交的 2000年，市委鲜明地把“生态立市、绿色兴市”定
位为丽水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记得很清楚，市委班子几次讨论党
代会报告草案，常委成员对这八个字的目标定位都高度肯定，觉得
眼睛一亮，很有新意，完全符合丽水的实际情况。

记得书记当时还交代任宣传部长的我找找看这个提法是否全
省首创。当时互联网远未今天如此发达，不可能如今天百度一下即
知道答案。笔者通过省级宣传新闻部门的资源，最后结论是省内只
有安吉县已经提出“生态立县”发展目标，但无绿色兴县的提法。如
此完整地提出绿色发展目标，在地级市丽水实属全省最早。

6年前省委党校的作业，不是用来公开发表的。但作为这段历
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回望丽水“撤地设市”二十年，这件事毕竟是
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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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省六分之一土地面积的丽水，在全省是最早开启绿色发展
之路的市。这是一件有足够价值的大事件。

2000年初，丽水撤地建市，迎来一个发展新的机遇。新市委新
政府新目标。丽水人民没有失望，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战略目标，
在换届的新市委、新政府报告中正式登场亮相：“生态立市、绿色兴
市”。这一新目标，很有新意，很符合丽水实际，很快被全市干部群
众认可和接受。

20多年走来，几届更换，当年市委、市政府领导已无一人继续在
丽水任职。但绿色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绿色发展接力棒一届传给
一届，绿色发展战略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个绿色发展进入快车道的
丽水，已经如此坚定地向我们走来，已经如此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
前。笔者作为当年班子中的一位成员回首往事，对比现实，感慨万
千。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典型案例。回顾这段历史，剖析这个案
例，对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一锤一锤钉钉子”的一抓到底工作方法，
对落实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地方主政理念，对当下
及以后新上来的领导干部的指导作用，是有价值的。

这一目标指引方向十分明确，从丽水实际出发，走绿色发展道
路。提出这一目标的时间节点很重要。那时对生态建设远远没有
引起足够重视，科学发展观尚未正式提出，“绿色浙江”也是在这之
后提出来的。

丽水如此之早开启绿色发展实践，当时决策更多或许不是来自
生态理论的自觉和坚定，而是来自那山那水的现实所逼，更是那届
市委贯彻落实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充分体现。但这一目标与
后来科学发展观是如此契合，特别是与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是如此吻合。这是事实，是历
史，是有记录的。

先有伟大的实践，再有理论的总结和指导思想的形成与提出。
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态度。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重要理念的
形成，指导思想的确立，都是建立在丰富深厚的实践基础上。丽水
比较早的绿色发展实践，正是为后来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为“两
山”发展理念，为新发展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践依据和现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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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立市、绿色兴市”发展目标提出后，在实践中又对这一目
标不断充实、丰富、发展，使之内容更加完善和具体，更具操作性和
指导性。

“浙江绿谷”品牌就是其中一个具体补充和完善。市委宣传部
外宣办为宣传“生态立市、绿色兴市”决策部署，撰写专题电视片文
字脚本，主题是“绿色丽水”。2001年 6月的一天，送审稿送到我办公
室时，时任缙云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葛学斌同志正好在一起，并议论
起这个话题。他说起了外面有“绿谷”这一提法，是不是专指丽水已
经记不清，但记得当时“绿谷”提法让我们一下子想到美国“硅谷”特
定涵意和品牌效应，觉得“绿谷”这个提法最能契合丽水绿色发展决
策目标的理念。

定位于“浙江绿谷”，而不是“丽水绿谷”，在论证开始时就很快
达成共识。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讨论、酝酿，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
系列座谈会的论证，及对“浙江绿谷”内涵的完整解读，于 2001年 10
月形成了《建“浙江绿谷”创特色经济——对丽水区域经济发展的
调查与思考》专题调研报告，相关决策建议按照程序提交市委常委
会讨论决定。

“浙江绿谷”内涵定位非常明确，丽水是浙江发展绿色经济、绿
色产业、绿色产品的制高点，类似于科技创新“硅谷”的绿色生态经
济“绿谷”。论据逻辑是依托丽水最为丰富的绿水青山，成为全省绿
色经济、产业、产品发展最有竞争力的集聚地和制高点。

“浙江绿谷”的提出，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市委层面上的重大决
策，只能理解为是贯彻落实市委“生态立市、绿色兴市”重大决策的
对外宣传的一张金名片。当年 11月 8日在杭州组织的省级专家论
证会上，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表明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
丽水绿色发展的具体载体和平台，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丽水绿色发
展的方向和目标。

后来，经讨论，市委常委会很快一致同意把“秀山丽水、浙江绿
谷”作为丽水对外宣传的区域品牌名片。当时个別同志还以绿色两
字调侃了一下，毕竟 20年前人们对绿色发展的认知是与今天不可同
日而语的。

没有多久，市委就把“秀山丽水、浙江绿谷”作为丽水区域对外
宣传品牌名片，提交市两会形成一个决议并通过。在此后，市委宣
传部通过省级新闻媒体全面展开“秀山丽水、浙江绿谷”的宣传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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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丽水、浙江绿谷”，作为一个区域品牌形象的整个定位、策
划、宣传，应该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记得刚报道出来后出差去衢州，当时衢州市主要领导还赞不绝
口地予以高度评价，觉得衢州错过了这个品牌形象的机会。

让人感动的是，纳爱斯集团董事长庄启传在春节贺卡中用了
“浙江绿谷”“点石成金”一语点评，是所有赞语中给予的最高评价。

笔者退休时，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在惯例谈话中还提及此
事，作为肯定几十年工作的具有代表性贡献的事例。

当然最值得欣慰的是，社会、企业、民间很快接受了这一丽水品
牌金名片。一时间，农产品包装上都打上了“秀山丽水、浙江绿谷”
广告词。当时曾有人建议为“浙江绿谷”注册，笔者觉得政府的品牌
价值，就是为社会和大众服务，还有什么比百姓和社会认同更有意
义的。

20多年过去，至今“丽水绿谷信息产业园”、8公里长的“绿谷大
道”、“绿谷庄园”楼盘、“浙江绿谷”大巴公交车，都烙下了当年的印
记。

丽水的绿色发展实践，不能说一帆风顺，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和偏离。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但总的方向和主
体实践，应该说一张大蓝图绘到底，从根本上没有改变。

实践总是向前发展的。经过几届连续努力，一任接着一任干。
丽水绿色农产品产业已经居于全省引领者，工业制造业上也已经形
成若干个有地方特色的绿色产业，旅游服务业更是逐渐形成有竞争
力的产业态势。

特别是这届市委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有了更新的深刻领悟，有了更为完整准确的诠述理
解，有了更加坚定的使命担当和贯彻执行，做到“发展服从于保护、
保护服务于发展”，创新运用好“跨山统筹、创新引领、问海借力”三
把“金钥匙”，探索开展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建
设，把高质量绿色发展推进到新阶段。

记录丽水绿色发展事例，其用意是给年轻干部一些借鉴和启
迪：一是每届绘就蓝图总是有其现实依据和集体智慧，后届后任轻
易改变是不可取的，也是没有智慧的表现。二是改变蓝图和目标，
其实就是改变主基调和主题，容易瞎折腾和伤元气。三是后任者
在实践中有新的认知和发展，可以对原先蓝图进行充实和完善，也
可以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但这不是否定，不是整个蓝图换新。
四是对于发展蓝图和目标，要有风物长宜放眼量，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胸襟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对认准的事紧抓不放，一抓
到底。

（作者系原中共丽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