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风起，百山云涌。庆元踏
上了新的赶考之路。要善于积优势
为胜势、敢于化山区为沿海、勇于变
落差为势能⋯⋯岁末年初，庆元县
第十五次党代会为庆元的跨越发展
凝聚了共识，绘就了发展蓝图，未来
五年，庆元将这样跨越发展。

聚 焦 聚 力 高 质 量 建 强 产 业 体
系 。 起 跑 决 定 后 势 ，开 局 关 系 全
局。虎年春节长假后，庆元县有序
有 力 推 动 项 目 复 工 、企 业 复 工 复
产。春寒料峭，但各重点项目建设
现场、企业生产一线已是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涌动着加快发展的热
潮。

栉风沐雨、奋楫笃行。未来五
年，庆元将坚持制造立县、产业强
县、质量兴县，加快传统产业“智能
化、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培育生物
科技百亿级产业，全力打造竹纤维
材料、食用菌药品和保健食品研发、
中药材加工制造业集群，建设万亩
生态工业大平台，推动平台“二次创
业”；坚持以工业化、市场化理念发
展农业，充分发挥 6万亩高山台地资
源优势，做大做强毛竹、甜桔柚等特
色农业，以生态产业翻番倍增挺起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脊梁。

聚 焦 聚 力 高 层 次 集 聚 发 展 动
能。去年，庆元“双招双引”工作收
获了一张优秀的“成绩单”。签约产
业项目 21 个，总投资额达 47.76 亿
元；引进博士 18 人、研究生 153 人、
高技能人才 490 人。这是庆元集聚
发展动态的生动体现。

未来五年，庆元将坚持把“双招
双引”摆在全局工作的核心位置，引
进各类高端人才，加快蓝领工人成
长，开展大学生创梦行动。用好数
字化改革关键招，加快建成国家级
食用菌种质资源库，建设竹木产业
创新服务综合体等创新平台，争创
食用菌生物科技创新服务综合体，
打造一批“科创+特色产业”平台基
地，为庆元跨越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能。

聚 焦 聚 力 高 水 平 推 动 开 放 合
作。战鼓催征，勇者无疆。未来五
年，庆元将坚持高质量引进来与高
水平走出去相结合，抓牢交通发展

“牛鼻子”，构建浙南闽北边际交通
枢纽格局，实施“4321”畅通目标，即
通达上海 4 小时、杭州 3 小时、福州
温州 2 小时、丽水宁德 1 小时。加快
把有条件的交通线建成风景线，实
现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

姓。
在互联互通中不断扩大区域协

同的“朋友圈”。联动周边县市，共
同 编 制 浙 南 闽 北 经 济 协 同 发 展 规
划；强化产业协同，打造浙南闽北边
际竹产业发展区域中心；不断深化
法治、医疗、文化、平安等多领域合
作，实现省际边界一体化联动发展。

聚焦聚力高能级建设现代化城
市。县域一体化发展，先聚合再辐
射。未来五年，庆元将坚持统筹推
进 实 施 新 型 城 镇 化 和 乡 村 振 兴 战
略，不断深化“一县双城，东西互进”
战略，县城以三大街道为基础，辐射
淤上和五大堡，形成人口集聚、产业
集 聚 的 主 平 台 。 西 部 组 团 建 设 黄
田-竹口生态工业重镇和隆宫-安南
竹产业基地，打造城镇化和产业发
展区。东部围绕百山祖国家公园协
同发展，培育休闲养生旅游、生态农
业等产业，打造生态保护和康养度
假区。

城 市 既 要 增 颜 值 ，也 要 有 价
值。在加快城市有机更新，建设未
来社区、推动老旧小区“留改拆”改
造的同时加强历史建筑、风貌街区
保护利用，塑造一批建筑可阅读、街
区可漫步、滨水可游憩的城市空间。

聚 焦 聚 力 高 颜 值 擦 亮 生 态 底
色。春节假期后植树——庆元已连
续 18 年奔赴这场“春天之约”，一以
贯之，保护绿水青山。未来五年，庆
元将始终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积极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抓好治水、
治气、治土、治废，高标准建设清新
空气示范区和“无废城市”，创成全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

探 索 碳 汇 价 值 实 现 和 转 化 机
制，研究出台具有地方特色的碳普
惠交易方法，建设林业碳汇先行基
地，推动碳汇潜在资源向经济价值
的转换。

聚 焦 聚 力 高 品 质 创 造 幸 福 生
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未
来五年，庆元将牢牢把握让人民幸
福这个“国之大者”，做好居民增收

“富民”文章，打好“扩中、提低、保
底”组合拳，力争城乡居民收入达到
全省平均水平 70%以上，确保共同
富裕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致力于“庆有善育”“庆有优教”
“庆有颐养”。深化教育提质行动，
不断落实“双减”政策，推进实验小
学分校区等项目落成。借力“双下
沉、两提升”，推进中医药发展，努力
打造浙南闽北边际医疗高地。谋划
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打造具
有山区特色的养老模式。

聚 焦 聚 力 高 起 点 打 造 文 化 品
牌 。 厚 植 文 化 底 蕴 ，吟 唱 文 明 高
歌。未来五年，庆元将依托悠久历
史文化，深化历史文化遗产系统保
护，大力弘扬宋韵文化，推动瓷文化
复活，加快“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
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木拱廊
桥传统营造技艺世界文化遗产“双
世遗”申报进度；谋划建设西洋殿休
闲旅游区、月山景区、大济历史文化
街区、矿洞“寻古探幽”体验区，打造
宋韵文化示范区、香菇文化、廊桥文
化体验基地，高标准建设斋郎、崔
上、白柘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打造
经典红色之旅，让庆元更具魅力、更
有风骨。

未来可期砥砺奋进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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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担使命 奋力赶超促跨越

庆元：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山区范例

丽水市第五次党代会专刊

不忘初心五载耕耘结硕果

生态优势更加彰显。过去五年，庆元奋勇扛起
百山祖国家公园创建核心地责任，率先完成地役权
改革、生态搬迁等硬核任务，顺利通过体制试点评估
验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评价考核两夺全省第一，
生态保护指数、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实现全省“四连
冠”“五连冠”，上榜全省大花园示范县创建单位，森
林蓄积量达 1427万立方米，出境断面水质连续 20年
100%达标，绿色成为庆元发展最动人的色彩，中国
生态环境第一县金字招牌熠熠生辉。

实体经济更加壮大。过去五年，庆元把大力推
动生态经济扩量提质作为根本任务，工业企业数从
450 家增加到 818 家，两度上榜全国县域数字农业
农村发展百强先进县，入选省级现代林业经济示范
区，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国家级 2 家、省级 16 家，均居
全市第一。种植中药材 2.98 万亩、甜桔柚 1.73 万
亩，“庆元香菇”入选首批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
录。

发展动能更加强劲。过去五年，庆元主动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上海宝山、崇明建立合作关
系，与长兴、嘉善、海曙深化“山海协作”，实施合作项
目 98 个、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点 7 个，到位援建资金
3882 万元。招商引资实际利用内资 68.3 亿元，梦天
迁建等 29个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双苗尖风电场
等 192个重点项目建成投产。

城乡面貌更加美丽。过去五年，庆元坚持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共融”,推进城区、乡镇、农村“三美
共建”，完成城区立面改造 4万平方米，老二中、黄麻
淤、学后路等地块拆迁 22 万平方米，13 个小区拔地
而起，40 公里绿道串起一路好风景。屏都综合新区
拓展至 4214亩，创成国家卫生县城、省“基本无违建
县”、省示范文明县城。衢宁铁路、庆元大道等对外
主通道开通，“苦在路上”的庆元人民迎来了交通条
件的大幅改善。

惠民安民更加有力。过去五年，庆元坚持把改
善民生作为根本目标，努力为小康增色、为治理提
效，顺利实现“三清零”，低收入农户增收工作两获省
政 府 督 查 激 励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8.5%和
9.7%。民生事业短板加快补齐，累计投入 12亿元建
设 11所校园，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跃升至全省
中等位次，“健康浙江”考核连续三年优秀，平安创建
实现“十六连冠”，夺得全省首批一星平安金鼎。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全县上下众志成城、守望相
助，交出了大战大考的合格答卷。

文/ 吴怡庆

（本版图片由庆元县委宣传部提供）

5 年，是时间的标尺，也是发展的刻度。展开庆元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这张波澜壮阔的时代画
卷，每一次落笔都让人心潮澎湃，每一个节点都让人难以忘怀。

回望历史，庆元人发挥“特别肯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有韧劲、特别善创新”的庆元精神，在菇乡大
地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在生态环境、经济改革、城乡发展等全方面闯出广阔天地，摘获累累硕果。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今日的菇乡大地，自信自强、充满韧劲，一派只争朝夕、生机勃
勃景象！庆元作为全省山区 26 县的重点县，必当抢抓机遇、知重负重，努力将自身打造为生态经济新
高地、生态人居新典范、省际循环新节点、幸福宜居新家园、县域治理新样板，向着“争当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山区范例”目标扬帆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