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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之

风劲吹

百亿产业拓宽

﹃
童话

大城

﹄
发展路

2020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 198.7 亿元，其中，木玩产值达到 80.2 亿元；

全县旅游总收入 43.2 亿元，“云和师傅”年创经济社会效益 130 亿元。近

年来，以山水为底色，以童话为蓝本，云和县悉心描摹着一幅产业发展、群

众致富的美丽画卷。木制玩具、现代制造、生态旅游、“云和师傅”四大百

亿产业撑起云和发展的四梁八柱，“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正成为云和

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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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玩产业编织童话生活

驱车驶进云和县，会在恍惚中产生
错觉，宛若进入一个童话王国，车辆行
人川流不息，随处可见的木玩元素鲜活
地诠释着木玩产业的繁荣。

时光推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一只陀螺、一只响板、一只技巧球玩具
样品，从上海辗转来到云和。不久，第
一只木陀螺诞生，云和木制玩具之门就
此打开。

多年来，云和坚守“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以品牌建设、技术创
新、文化创意等为抓手，努力打造木制
玩具“金名片”，越来越多的云和人正
享受着木玩发展带来的产业红利。

浙江佳禾玩具有限公司负责人阙
伟平，来自云和县杭汀村。作为下山移
民的一员，在进城后的一年多里，他骑
着三轮车穿梭在木玩厂之间。当了几
年运输工后，阙伟平熟悉了木玩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等流程，在 2010 年开
始自主创业，并开始试着创立品牌、建
立销售渠道、研发新产品。经过几年发
展，如今，阙伟平的企业年销售额超亿
元。

在云和，像阙伟平这样依托木玩产
业的日益发展，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的家庭比比皆是。近年来，为加快木玩
产业转型升级，云和还先后搭建了木制
玩具人才培训中心、木制玩具质量检测
中心、木制玩具行业“机器换人”中心、

“政产学研用”等公共服务平台，建成
国家知识产权维权中心，推动木玩产业
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

“贴牌生产，无法拥有话语权，云和
木制玩具要增强抗风险免疫力，就必须
转型升级。”云和县经商局相关负责人
说，近年来，以“木玩+”为核心发展理
念，云和还将木玩传统产业与城市建
设、学前教育、全域旅游、动漫文创、电
子商务等有机融合，打造以“木玩+文
化、+体验、+幼教、+智创、+休闲、+生
态”为主导的特色产业体系，蹚出了一
条有特色的品牌化发展之路。

木制玩具已成为云和最具区域优
势的特色产业。一代又一代云和木玩
人正在这个童话王国里演绎着人类与
玩具一起成长的致富童话。

现代制造业引领发展方向

2017 年，云和县第一批“亩均论英
雄”评价结果出炉，在企业中炸开了
锅。许多企业主在评价表急切地寻找
自己的名字，是 A 级、B 级还是 C 级，并
仔细核实相关数据。他们知道，所有的
评 价 会 和 这 年 内 的 相 关 政 策 紧 紧 挂
勾。自 2017 年以来，云和县不断深化

“亩均论英雄”改革，在全市率先建立
了工业企业绩效综合评价数据平台，将
3 亩以上工业企业及小微企业园内的
企业纳入评价。从此，一套“以亩均论
英雄、以数据定高下”的企业评价体系

正式步入正轨。
“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体

现在制造业水平上。”云和县经商局相
关负责人说，近年来，云和坚决纠正

“要不要工业”“发展工业就是破坏生
态”等认识误区和工作偏差，以“亩均
论英雄”改革为抓手，鼓励企业通过提
高容积率、更新生产设备、改进生产工
艺等方式进行“零土地”技改，为“亩均
论英雄”做大分母，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

与此同时，云和还积极推进闲置土
地与低效用地处置，高标准建设了一批
小微企业园区，搭建中小企业综合服务
平台，并结合当前数字化发展需求，大
力推行“线上+线下”双推进的服务模
式，在规上工业企业推行“企业码”，并
在中小微企业中逐步推广，实现企业有
事“码”上解决。

走进浙江诚创精密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只见一台台机器高效运转，公司
负责人徐华高告诉记者，数字化改造让
公司与国际顺利接轨，公司产值与去年
同期相比翻了一番。

要让企业发展更有底气，政府做好
相关服务很重要。近年来，云和在实行

“1名县领导+1名驻企服务员+1名党建
指导员”联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审批中
心代办员全程跟踪代办服务、土地招拍
挂阶段审批部门提前介入、投资项目综
合受理窗口办件高效流转，以及审批容
缺受理、超时默认等措施，进一步缩短企
业项目前期时间，提升企业硬实力。

生态旅游业放大带富效应

看畲族表演、体验农耕活动、乘坐
华东最长观云索道⋯⋯虽然国庆假期
已经过去 10 多天，但来自台州的游客
刘燕依然每天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国庆
期间在云和旅游拍下的美景。她告诉
记者，虽然只在云和游玩了两天，但手
机里拍下的美景可以让她沉醉很久。

云和梯田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
梯田群，也是云和最具竞争力、最有辨
识度的旅游资源。近年来，云和立足

“一城一湖一梯田”空间布局，创新提
出“全域 5A”发展思路，以云和梯田创
5A 为龙头，明确把生态旅游作为第一
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育，全域景区化、
旅游产业化正逐步走向现实。

嬉水玩沙、烧烤谈天⋯⋯石塘镇长
汀村自 2016年提出并实施“山里看海，
云里玩沙”的“金点子”以来，村里越来
越多泥腿子变身老板。村民吴伟此前
常年在外工作。2016 年，吴伟回到长
汀村创办“漫长汀”民宿，一年几十万
的收入让一家人在家门口实现致富。

“云和有中国醉美梯田、浙江第二
大人工湖泊，有闻名世界的木制玩具。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81.5%，生态环境状
况级别连续十五年为优⋯⋯”云和县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绿
水青山是云和最大的优势，蓝天、白
云、好空气也是云和的致富招牌。

崇头镇梅竹村是云和梯田景区核
心村。近年来，随着云和梯田景区发
展，梅竹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村里一幢幢空闲农房实现二次创
业，农民实现家门口增收。“拾光二号”
民宿老板柳启明就是其中一个。2016
年，38 岁的柳启明回乡投入 100 余万
元，装修改造了自家的祖屋，开办“拾
光二号”民宿，短短 2年时间，营业额就
超过了 100万元。

在云和，像吴伟、柳启明一样在绿
水青山间创业致富的人还有很多。近
年来，云和抢抓丽水全国首个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机遇，在全国率先发
布环境空气质量健康指数（AQHI），创
新成立“两山银行”，出台全省首个生
态产品政府补偿性采购办法，绿水青山
所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源源不断地转
化为造福百姓、富民强县的金山银山。

与此同时，云和还大力发展生态精
品农业，推进农产品向旅游地商品转
化，打造以梯田稻米、梯田纯酿、梯田
老茶等“梯田三宝”为代表的高附加值
旅游商品，全力做好产业转型文章，推
进共同富裕。绿色已然成为云和发展
最动人的色彩。

“云和师傅”盘活一方水土

“今年我们家雪梨已经全部卖完
了，有一万多元收入。”近日，梨农兰雷
福满脸幸福地盘算着今年的雪梨销售
收入。他说，多亏了“云和师傅”兰小
健的帮助，让他每年都有一笔固定收
入。

兰雷福是元和街道梨庄村村民，与
老父亲一同生活，家庭收入不高。2015
年，“云和师傅”兰小健与兰雷福成功
结对。兰小健送给他 100 多棵云和老
雪梨苗，还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帮助
他建起果园。在相关政策的帮助下，兰
雷福盖起了新房，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云和，像兰小健一样带动百姓致
富的“云和师傅”还有 700 多名。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不少拥有一技之长的云

和农民远赴江西、湖北等地从事食用菌种
植和销售行业，不仅赚到了钱，也叫响了

“云和师傅”的美名。2005 年，云和县委、
县政府审时度势，把拥有云和户籍的具备
技师以上职称、5年以上异地开发经验、一
定示范带动作用的知识技术型劳动者，统
称为“云和师傅”。他们不仅带动当地农
民致富增收，还积极投身于异地扶贫开
发，帮助数以万计的中西部农民发展产
业、脱贫致富。

项云是云和县崇头镇沙铺村人，从事
食用菌产业已经近 20 年，是食用菌高级
技师。10 多年前，项云来到贵州丹寨，并
在这里扎了根。在他的带动下，丹寨县食
用 菌 从 零 星 种 植 发 展 到 目 前 的 2000 多
亩，解决了 350 多户低收入户常年用工问
题，有效推动了当地农村增收致富。

“‘云和师傅’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群
体，已经发展成为云和增收致富的产业。”
云和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
年来，为全力缔造一个朝气蓬勃、活力四
射的“云和师傅”百亿产业，云和先后制定
出台了《关于加强云和师傅品牌创建工作
的若干意见》《关于实施创业致富带头人
产业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在政
策上给予“云和师傅”更多支持外，还成立
了食用菌研究所、葡萄研究所等 5 个“云
和师傅”民间研究所，并在异地创建 8 个

“云和师傅”创业科技示范基地，推进科研
成果转化。

目前，“云和师傅”共有食用菌、茶叶、
水电、玩具、建筑、商贸等 9种专业技术类
型 。 全 县 共 发 展 17 批 、734 名“ 云 和 师
傅”、1000多名“后备师傅”。

为进一步打响“云和师傅”品牌，云和
还设立“云和师傅”农产品专营店（旗舰
店、体验展示厅），在商超、民宿设立“云和
师傅”农产品专柜，并出台《鼓励支持云和
师傅返乡二次创业若干政策》，鼓励“云和
师傅”回乡创业。

跨越千里奔赴内蒙帮扶的师傅石余
凤、在希望的田野上创业的“新农人”张建
芬、最年轻的“蜂王”师傅李洪旺、带农致
富出国门的师傅陈志伟⋯⋯“云和师傅”
用自己的力量盘活了一方水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