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丽水市委机关报

统一刊号统一刊号：：CNCN3333--00120012

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

20242024年年1111月月2525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农历甲辰年十月农历甲辰年十月廿五廿五

今日8版 第13076期

丽水日报官微丽水网官微源新闻客户端LISHUI DAILY

“于今，斯水潺潺，视之清澈而
饮之甘冽，于是，自上流乃至下游之
两岸民间安居乐业……”

在“亲水亭”旁，一边轻轻擦拭
“亲水碑”，一边低喃碑上的浙闽护
水“盟约”，庆元竹口镇新窑村党支
部书记林昌福感慨万千。

从 20世纪 90年代的壮士断腕，
摘除当时占全县财政收入三分之一
的造纸、染化、水泥三朵“金花”，到
2014 年的建亭立碑，与相邻的福建
两县立誓共护一江水，庆元县守护
生态的决心和信心，清清松溪可见。

生态环境质量常年保持全省第
一、全国领先，出境断面水质连续 22
年 100%达标，连续获评美丽浙江考
核优秀县，三夺“五水共治”最高荣
誉“大禹鼎”，“浙江庆元林—菇共育
系统”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创成全市首个全国“两山”实
践创新基地……在守护绿水青山的
同时，庆元也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因地制宜探索“生态最大优
势”向“发展最大胜势”的转化路径，
让“绿色家底”更厚实，发展后劲更
充足。

“生态是庆元发展的最大优势、
最大底气。我们将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以‘立足百年
做今天的事’的历史情怀，持之以恒
走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之路！”庆元县委书记蔡昉说。

一支笔一朵菇一双筷的产
业蝶变

“现在，车间 20%以上的设备是
我们团队自主研发设计的，在为企
业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还大大提
高了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在庆元
铅笔行业的龙头企业——浙江鸿星
文具有限公司，企业的技术经理李
靖一边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喷漆设
备，一边自豪地说道。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起步于上世纪 70年代的庆元铅
笔产业在经历了 40余年的发展后，
年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 40%，“小
铅笔”真正成为了从山区飞向世界
的“彩凤凰”。

产业不断壮大的背后，离不开
向“新”而行的源源动力。

“前年，我们从工人那得到灵
感，花了几个月时间研发出了一台
笔头粘漆设备。之前八个粘漆工人
一天最多能生产 40万支，现在一人
一台设备，每天就能产出 80万支。”
2009 年便进入鸿星文具的李靖说，

“创新”并非是企业高层的“一家之
言”，而是由上至下的企业文化。

作为庆元县铅笔行业首批被认
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之一，鸿
星文具如今已拥有全系列自动化产
品生产线超 500 条，斩获各类专利
24 项，产品远销 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新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带来
的是“量”和“质”的齐头并进。在庆
元，深谙此道的铅笔企业远不止鸿
星文具一家。庆元竹口镇的浙江联
兴文教用品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
的彩铅生产商，不仅产量占到了全

国市场的三分之一，而且生产出的
520种颜色的彩色铅芯，超过了日本
同行，拿下了“世界之最”。

“2021年，我们花重金打造了一
间国内一流的彩铅实验室，一来是为
了提高对自身产品检测的能力，二来
也可以为同类型企业提供检测服务，
从而参与到更多行业标准的制定中。”
联兴文教技术团队的负责人说。

数据显示，2023 年，庆元 52 家
铅笔企业，总产量已达 100 亿支，
85%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实现规上产值 24.66
亿元，外贸出口 4.94 亿元。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庆元铅笔产业目前正
在以木杆眉笔为突破口，向生态彩
妆领域延伸跨界，旨在通过转型升
级、提质扩面，孕育出产业发展的

“新引擎”。
一同向“新”而行的还有食用菌

产业。作为菇乡庆元历史最久、知
名度最高的特色产业，食用菌产业
经历了从粗放到集约，从“一菇独
秀”到“百菌齐放”的几次蜕变，如
今，这一产业的触角正随着“大健康
产业”的蓬勃兴起，延展开来。

灰 树 花 胶 囊 、破 壁 灵 芝 孢 子
粉、千菌花、猴头菇饼干、灰树花牙
膏……自 2005 年“牵手”胡庆余堂
后，方格药业在短短两年内就完成
了新产品开发 8 项，新工艺、新技
术开发项目 21 项，申报专利 6 项，
其中发明专利 4 项。2009 年，方格
药业成为庆元历史上首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不仅把食用菌入药，庆元的食
用菌企业还能将它做成“菜”。凭借
野生菌即食产品而占据法国该类目
市场“半壁江山”的庆元百兴食品有

限公司；利用生物萃取技术提取珍
稀菌中的“鸟苷酸”开发复配产品，
闯出市场新路的庆元大山合菇业有
限公司……据统计，庆元的食药用
菌达 370余种，占到全国野生食药用
菌的 22%，凭借着如此优越的资源，
如今，庆元食用菌行业中一大批企
业另辟蹊径，打开了“新世界”。

去年 1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印发《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随即，庆元的另一大特色
产业——竹木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
契机。在政策引导之下，当地竹木企
业的创新动能被充分激活。

曲竹工艺制作的大花瓶、长椅，
甚至还有自行车、足球，在浙江三箭

工贸有限公司的“曲天下艺术馆”
里，一件件竹制产品令人惊叹不已。

随着本土竹木企业积极投身
“以竹代塑”这一朝阳产业中，目前，
庆元竹木企业已申请各类竹制品生
产技术、竹质新材料制造等相关专
利 3000 余项。接下来，庆元还计划
将“以竹代塑”扩展到工业生产类、
建筑建材类等领域，统筹推进以竹

“代塑”“代木”“代钢”“代粮”“代气”
等“以竹代塑+”产业齐头发展，为产
业换道赶超注入澎湃动力。

高山上的大风车“转”出了
别样风景

自打 2022年 11月，庆元百花岩

风电场项目全面开工，67 岁的安南
乡上余村上村自然村村民吴长贵，
便有了个令人艳羡的新活计。项
目指挥部在启动测量风电所涉及
的乡镇（街道）山林界至时，对家乡
山林田地了如指掌的他应聘成为
向导。

“不是在山上，就在去山上的路
上”，一天下来，“领路人”吴长贵可
以领到 200元薪水。

如果说以“一支笔、一双筷、一
朵菇”为代表的三大特色生态产业
是“老树换新枝”，那么，庆元正在打
造的“绿能百亿工程”，可算是“嫩柳
冒新芽”。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刘烨恒 黄晓
俊 通讯员 张靓 练彦）11 月 22
日，为期 5 天的 2024 浙江农业博
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我市 100 余家农业主体、1200 余
款品质农产品成功“出圈”，为省
城及周边市民带来优质“土特产”
盛宴。

本届农博会以“大力发展土特
产，共享品质新生活”为主题，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农业
农村发展成果展示、名特优新农产
品展销、贸易洽谈、专题推介和优
质农产品推选等活动。

占地约 100平方米的丽水馆，
以“法自然 享淳真”为主题，“丽水
山耕”、丽水地理标志产品等一系
列最具特色的丽水生态土特产品
琳琅满目。现场品鉴区域内，金奖
惠明茶、遂昌长粽、缙云烧饼、缙云
米仁等产品香气四溢，吸引了许多
市民前来品尝。

同时，满是粽香的遂昌馆，融
合了古民居和特色茶元素的松阳
馆，独具畲乡风情的景宁馆等，全
面展示了我市农业农村发展成
果。

松阳馆内，糅合了松阳香茶与
新鲜黄皮滋味的“独山云海”茶饮
深受欢迎，独特的口感获得了众人
的交口称赞。

“产品选用高山荒野茶制作，

保证原料的天然和食材的健康。”
打造“独山云海”的“新农人”松阳
屿山空品牌创始人潘红日介绍，她
以松阳茶为基础制作新式茶饮，让
更多人爱上喝茶，助力松阳茶走向
更广阔的市场。

“扫货”是省农博会不可或缺
的重要环节。在丽水农产品展销
区，来自全市各地的农业主体大展
身手，用最地道的品质农业“土特
产”，让众人感受来自丽水的“自然
淳真”。

“米酒不仅好喝，包装也很精
致，非常适合送给亲戚朋友。”在

“畲旺钟”牌甜酒酿米酒展位，湖州
市民潘秋云一口气购买了 10瓶米
酒。

“丽水是个好地方，山美水美，
环境也特别好。”潘秋云告诉记者，
她曾多次到丽水旅游，也是丽水农
产品的“忠实粉丝”，每次农博会都
要来采购一番。

据介绍，本届农博会中，我市
推荐了 61个名特优新品申报省农
博会优质产品，获博览会金奖 18
个，新产品金奖 4 个，优质奖 34
个。

活动期间，我市还将精选 200
款以上特色产品，联动 100个商家
参加 2024浙江网上农博会丽水馆
专场展销活动，并开展“云和雪梨”
宣传推介活动。

好产品热销 好名气远扬
我市千余款品质农产品亮相2024省农博会

说起庆元，大家印象里一定少
不了“生态”这一标签！生态是庆元
的“底色”，也是发展的“亮色”，以前
是，现在是，今后也应该是。

“‘生态牌’不能丢，丢了就不是庆
元了。”蔡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不负青山，不丢“生态”牌，并不
是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而是努
力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双
向转化通道。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
多年来，丽水坚持绿色发展，聚力建
设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走出了一
条具有山区特色的发展道路。

“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的庆

元，牢记“嘱托”，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始终为保持“生态第一”的目标
任务接续前行，坚持绿色发展先导
地位，全产业链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大力推进“三大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大力培育新
质生产力，从而挺进新赛道，培育新
业态，跃升生态共富的新境界。

最近，庆元荒野茶成功“出圈”，
一“叶”成名，成为茶叶界一匹黑马，
享誉“茶圈”，名扬海外。庆元荒野
茶的爆火，让沉睡于山中的茶叶成
为百姓共富和乡村振兴的“金叶”，
这既有当地党委政府在绿色发展中
为寻找新赛道使足的“奋进之力”，
更有“中国生态第一市”品牌加持的

“生态之力”。
绿水青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

境，也是山区县发挥后发优势的重
要依托。庆元曾走过生态弯路，好
在上世纪末，壮士断腕，果断关停占
县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染化、水泥、
造纸等污染企业，努力将一江清水
送出山。走绿色发展之路，庆元保
护了绿水青山，也享受到“生态”的
红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让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经
济发展更强劲。

由此可见，把生态优势转换为
发展优势，不负绿水青山，不负金山
银山，是我们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

“双赢”之路。

不负青山不负“金”
本报记者 胡建金

本报记者 郭真 通讯员 袁园

秀山丽水，天生丽质。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
生态是丽水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最
大优势、最大底气。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四
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
略，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为指引，推动高质量绿色发
展主线，深入实施能源绿色低碳发

展和保供稳价工程，全力打造华东
绿色能源基地，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能源保障和强劲动能。

为强力推动绿色能源重大项目
建设，丽水专门印发实施绿色能源
重大项目年度推进计划等，按照能
早则早、能快则快、能多则多原则，
统筹推进建成投产一批、加快建设
一批、确保开工一批、前期谋划一批
的“四个一批”项目。今年 1—9月，
丽水全市已完成能源投资（纳统）59
亿元，同比增长 62.6%，为全市扩大

有效投资注入强劲动能。
最大价值在生态，最大潜力也

在生态。丽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禀赋，是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储备极为丰富的区域。

如今，在庆元县濛洲街道、安南
乡等 5 个乡镇（街道），庆元县百花
岩风电场的 40 座白色风力发电机
已高耸于山脊之上，90多米长的叶
片随着徐徐微风转动，成为一道别
致的风景。作为当地打造“绿能百
亿工程”的重要一步，这个投资达 19

亿元、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陆上风
电项目被寄予了厚望。

今年 9 月 26 日，浙西南在建规
模最大抽水蓄能电站——缙云抽水
蓄能电站 500千伏送出工程通电投
运，正式接入华东电网。

（下转第二版）

全力打造华东绿色能源基地——

逐绿前行，释放澎湃“绿色动能”

本报记者 蓝倞 通讯员 杜依蔓

放下锄头去排练，放下筷子当
演员……近年春节，风靡全国的“村
晚”文化 IP正是发源于丽水。

1981 年，庆元县月山村村民用
一副锣鼓、两把二胡、三支笛子拉开
了“月山春晚”的帷幕，从此诞生了
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乡村春晚”。
一件热闹的“村里事”，一传十、十传
百，走上各地舞台，经历了 43 年的
创新与发展，“月山春晚”成为“中国
式乡村过年文化样板”，荣获全国群

众文化最高奖群星奖。
孕育于乡野、植根于乡村，丽水

“村晚”长盛不衰。
2013年，丽水大力推动“村晚”

发展，解码月山“村晚”的文化“基
因”。2016年，经原文化部推动，丽
水和河南新郑、福建武平、浙江温州
等 5地发起成立全国乡村春晚百县
联盟，开展跨区域交流互动。2023
年，文化和旅游部开展“四季村晚”
活动，鼓励和引导各地“村晚”常态
化，丽水和广西柳州成为 2023年全
国“四季村晚”冬季“村晚”主会场。

在走向全国的同时，丽水不断
拓展和丰富“村晚”品牌的内涵和外
延，推动“乡村春晚”向“乡村村晚”
升级转型，助推文旅深度融合和乡
村全面振兴。

如今，“乡村春晚”先后被写进
《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和 2022年中央
1 号文件。截至目前，丽水已实现
65%的乡村自办“乡村春晚”，数量
从 2013 年的 113 台增长至现在的
1190 台，形成 1.1 万名农民自创节
目、100多台特色春晚格局，每年“村

晚红利”达 15亿元。
丽水“村晚”作为乡村文化的独

特表现形式，在丰富村民精神生活、
传承乡村文化、促进乡村发展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文化引领乡
村全面振兴按下了“加速键”。

锣鼓一响，好戏开场。从莲都
鼓词“村晚”到龙泉剑瓷“村晚”，从
景宁畲寨“村晚”到青田国际“村
晚”，从松阳茶园“村晚”再到缙云戏
曲“村晚”，各地村民放下锄头，纷纷
登上舞台，欢天喜地迎新年。

（下转第二版）

擦亮“村晚”品牌，秀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出圈”更“出彩”的丽水乡村文化IP

■■““奋斗实干强信心奋斗实干强信心 担当争先走在前担当争先走在前””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绿水青山间的绿水青山间的““双赢双赢””之路之路
———探寻庆元如何以生态之美厚积产业发展之势—探寻庆元如何以生态之美厚积产业发展之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胡建金胡建金 郭真郭真

■采访手记

双苗尖风电。 庆元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