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三月的南明湖畔，晨雾中透出春的气息。阳光下，晶莹澄碧
的湖面波光粼粼，让徜徉在环湖绿道上的人们感到心旷神怡。

在这里，能体会到如沐春风的身体舒适感、气定神闲的精神
愉悦感。这是南明湖独特的小气候使然，是公园城市建设成效
使然，更是丽水这个“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干部群众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的精气神使然。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在丽水发展的关键时期，丽水市第五次党代会在春的序曲
中奏响了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最强音，一个山水与城市交融的宜
居宜业品质花园正加速成型，“品质”日益成为主导城市发展的
灵魂、推动城市发展的引擎。城市因品质更美好，生活因品质更
幸福。

新时代山水花园城市迎面走来

一座城就是一个大景区。
如今在丽水，望则赏景、行则搅境、游则入画、居则生情的

“丽水山居图”，已展露出山水城文交融的独特风情。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眼下，成群的白鹭在市区社后大

桥、古城岛、两湖公园等水畔聚集，时而直冲云霄，时而追逐玩
耍，时而翻飞觅食，构成一幅自然、生态、和谐又具有现代感的
美丽图景。

城市在山水中，山水在城市中。美丽的山水城市，体现在山
水、城市、文化有机交融之中，体现在望山见水鸟语花香的公园
绿地，也体现在古色古香记住乡愁的历史街区。

位于市区大洋路与大猷街路口的处州府城城墙，是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承载着丽水重要的历史记忆。随着全域旅游的发
展，丽水妙手打造的处州府城项目，近年来已经逐渐成为又一重
要的休闲消费商业地标和展现丽水古韵与现代精神的城市旅游
名片。

如今，来丽水的千万游客通过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
引导，不再是走马观花的“过客”，而是品读当地文化的“归
人”。“城市变美了，越来越像一个景区，而人们的生活品质也随
之不断提升。”正如市民所言，“景城合一”“旅居共享”正成为丽
水人的共识。

景区城，顾名思义，是指整个城市都是大景区。只有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人居环境优美和谐、休闲产品丰富多元、公共服务
配套完善，宜居、宜业、宜游的县（市、区）区域，才称得上景区
城。

当下，丽水主城区正在部署开展景区城创建相关工作。“主
城区景区城创建将围绕‘世界生态旅游目的地’总体定位，发挥
市、区一体，共建共享的优势，推动城市有机更新，提升中心城
市旅游集散公共服务功能，实现全域大花园的优美环境和美好
生活，提高丽水城市旅游的吸引力、竞争力。”市文广旅体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具体来说，丽水将从优化城市旅游资源和环
境、提升旅游公共设施和服务、丰富城市旅游产品和业态、加强
城市旅游安全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提升。

红砖绿瓦彰显年代感，和沿路错落有致的行道树相得益彰
⋯⋯在市区括苍路 493 号，以原丽水油泵厂为核心重新打造的
万象摄影坊，不仅是历届丽水摄影节的核心展区，也成为市区的
时尚文创区。去年，总投资约 40亿元的丽水国际数码影像中心
项目选址于此，提升改造以“万象摄影坊”（油泵厂）为核心的建
筑，建设摄影文化交流中心等。

山水塑形，文化注魂。打造“丽水山居图”，靠的不仅是生态
颜值，更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文旅融合，成为浓墨重彩的一
笔。

纵观丽水，一个个立体环境优美、山水城文交融形态丰满、
品牌特色明显、配套功能齐全的文化和旅游产业风生水起，燎原
了共同富裕的星星之火。

“单是一个鼎湖村，就建起了 162 家农家乐民宿，户均年收
入超过 20 万元。”仙都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国庆期
间，在彰显山水景观和黄帝文化魅力的缙云仙都景区，游客接待
量超过 1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58万元。

《丽水市文化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未来丽水将围
绕特定文化主题，目标建成 30至 50个左右特色鲜明、服务完善、
产业繁荣、活力充足、氛围浓郁、生活丰富的文化街区、文化村
落及小微文创园众创空间。

这座山水花园城市的动人气质，仍在持续增强、不断丰富、
愈加精彩。

新时代花园乡村掀开面纱

对于“花园乡村”，丽水描绘的图景是：以建成人民美好乡村
生活向往的宜居休闲花园、生态文明花园、健康养生花园等“三
园”为目标，打造具有生态优先的乡村环境仪态、自然原貌的空
间肌理形态、集约发展的美丽经济业态、红绿共荣的乡风文明神
态、共建共享的综合治理势态、诗意富足的幸福生活状态等“六
态美”的新时代美丽乡村“丽水版”。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丽水从人居环境、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起步，不断拓展建设内容，村居面貌发
生了质变，农村发展思路发生了转变，形成了整体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的格局。
如今，全市 1891 个村（社）书写着一幅“花园范、山水韵、乡

愁味、五彩业、共同富”的美丽画卷，诗画田园与美丽乡村相互
交融的“丽水山居图”正从远景走向现实。

在丽水众多的花园乡村样板中，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大均村
因古朴的风貌和独特的风情格外引人注目。铺设精巧的石板老
街、质朴自然的卵石泥墙、旧式门窗的临街铺面、曲折相通的幽
深小巷⋯⋯漫步于村中，既可在鱼嬉浅底的画面中感受江南水
乡的温婉，亦可在穿行牌楼古坊间触摸古朴的风貌。

在花园创建中，大均村以畲族风情为载体，保护为先、适度
开发，以古街为中心辐射，通过立面改造、道路修复、古街巷子
小品布展、景观美化亮化，对古街古巷古民居进行修缮、改造、
提升，并引导创建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文化展馆，将文化元素融
入古街。从“无游客”村庄，到如今民宿集聚区、风情旅游名村；
从衰落的港口商贸村，到如今的“中国畲乡之窗”，大均村走出
了一条古村复兴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丽水有 257个村被认定为国家级传统村落，
是华东地区古村落数量最多、风貌最完整的地区，被誉为“江南
最后的秘境”。花园乡村创建不仅拯救了传统建筑，更以文化引
领推动乡村振兴、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了有品质的田园乡村生
活，让传统村落成为大花园建设中的璀璨明珠。

丽水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地面积 2294 万亩，占全省四分之
一以上。如何打破山体众多的自然条件限制，带领山区农民迈
上共同富裕之路？

为此，丽水充分运用跨山统筹这把“金钥匙”，在全国率先探
索解危除险、小县大城、众创空间、幸福社区 4种县域模式，实施

“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一方面采用资金奖补的方式推动大
搬快聚，以省、市两档发放搬迁补助；另一方面通过成立大搬快
聚公司，引导资金注入并全盘谋划安置点融资项目，以“最优惠
的政策、最佳的地段、最好的配套”吸引农户搬迁。目前，全市
安置小区投资累计超 60亿元，24875户 69085人搬出大山、融入
城镇，实现安居乐业、增收致富。

时间无言，变化有声。锚定共同富裕的目标，绿水青山间，
一个个花园乡村正乘风抽枝、吐蕊绽放。

大花园美丽景观精彩无限

如何打造“花动一城春色”的五彩浪漫之城？
去年 2月，《丽水市“增花添彩”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发布，明

确我市将根据地理位置和气候土壤条件，以“远中近相结合、点
线面相结合、本土品种和引进品种相结合”的“增花添彩”整体
要求推进大花园建设，力争种植 4万亩花卉，改造 200万亩美丽
林相。

“推窗见彩、花满处州”。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院
院长王忠杰曾表示，“丽水特别迷人，老百姓特别幸福”，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有特别好的资源——城市间的湿地。它让
人们返璞归真，享受自然”。

有着相同感受的专家有很多。在考察大港头画乡景区、九
龙湿地森林公园及大花园绿道过程中，所有国内专家学者都对
丽水的花园景观改造、多彩园林、鲜花绿道、彩色林相建设印象
深刻，并对丽水建设新时代山水花园城市充满信心。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校社共建城市花海项目，是全市首批“增
花添彩”项目。在“有形之手”的全力支持下，由丽水职技院林
业科技学院专业教师组建的“增花添彩项目专班”有序推进，菊
花景观区、木本花卉区、花境景观区美丽初现，为丽水的春天增
添了靓丽色彩。

如今在丽水生活，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城市在悄悄“更
新”。万象山公园游步道变美了，丽阳门公园绿植在不断升级，
莲明河慢行步道种上了樱花，处州公园的绿地上多了争奇斗艳
的花卉⋯⋯

变美的不仅是市区，记者在云和县白龙山街道陈宅村看到，
无人机正在航拍、采集松林区域影像。林中枯死松树的色彩、纹
理、周边树种等图像，一一清晰地呈现在无人机镜头下。切换镜
头，云上杜鹃花海、“百龙绿道”、规溪樱花园等健康美丽林相画
面也纷纷展现。为打造全国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云和
以瓯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抓手，
坚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智慧监管，实施生态系统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山区共同富裕样板县的生态屏障。

“在连接赤石乡、紧水滩镇以及县城的 24.5 公里重要通道
上，我们实施了高标准的绿化美化彩化，打造樱花廊道、紫荆花
径和海棠丝路三个不同主题的廊道或花路，种植台湾红粉佳人
樱花、紫荆、紫薇、垂丝海棠等开花树种近 1 万株。”云和县林业
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依托白鹤尖原有的野生杜鹃花资源，云
和致力于打造集旅游观赏、科普教育兼备种质资源保存为一体
的绚丽花海，现已建成 2000余亩，种植杜鹃品种 96个 36680株。

城有无边景，景满诗意城。在全域推进美丽林相、美丽河
湖、美丽田园建设的进程中，大花园不断从秀丽本色向璀璨靓色
提升，丽水也因此成为越来越多人眼中的“诗与远方”。

■本报记者 张李杨 吴梓嫣 通讯员 程阳

号声嘹亮，人心激昂。最近召开的中
国共产党丽水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强调升
级美丽城乡，打造宜居宜业的品质花园是
建设诗画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的重要工
作。

民，乃城之本。城市建设带来的幸福
感，是真实可触的，它包括市民对城市的认
同感、归属感，还包括外界对城市的向往
度、美誉度。打造“品质花园”，正是丽水
一以贯之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有效举措。

“品质花园”建设，是提升城市治理现
代化水平的有益探索。当前，人们普遍追
求卓越的生活品质，因而品质提升是城市
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面临的议题。多样的
城市公共空间、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绿色
出行方式、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等要素是
良好城市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加
突出以人为核心，如何从环境、文化、空
间、设施等方面营造更有特色、更有活力的
人居环境，这些都考验着我们的城市治理
水平。在这样的品质提升导向下，着力解
决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幸福
清单”转化为城市治理的“责任清单”，将
让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更加有的放
矢。

“品质花园”建设，是激活发展活力的
新引擎。近年来，丽水百姓充分感受到了
居住环境的明显变化，南明湖风景如画，两
湖公园鸟语花香，处州府城古朴厚重，还有
老旧小区提升改造、“空中飞线”整治⋯⋯
丽水正在成为人们高品质生活的空间。高
标准推动“品质花园”建设，在市容市貌、
基础设施等方面更精细化管理，围绕中心
城区功能提升实施重点区域建设，深入挖
掘文化底蕴，讲好历史故事，可以让丽水更
有颜值，更有气质，从而催生更旺盛的生机
活力，让丽水更有现代化气息，更有人气商
气。

“品质花园”建设，是满足群众对美好
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城市发展了，随
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城市之“痛”，交通
拥堵、停车不便、资源过度消耗等让人们屡
屡感叹“伤不起”。以“品质花园”建设为
抓手，以更高的标准完善城市服务功能，逐
步解决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不
足等问题，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才能创造更
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满
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城市不分大小，最重要的是要让市民
共享文明成果，人人在这里生活得舒心、愉
快、有奔头。建设“品质花园”意义深远，
我们要以创建诗画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
为契机，办一批惠及群众的好事、实事，实
现共建共享的目标，努力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归属感。

“品质花园”
成就民生幸福感

本报记者 张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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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宜居宜业的品质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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