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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凝心聚力打好攻坚战
砥砺奋进建设南大门

甘凌峰 陈薇拉 李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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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批高含金量的重大项目一批批高含金量的重大项目，，掀起苍南大干快上的攻坚热潮掀起苍南大干快上的攻坚热潮；；一条条宽敞整洁的道路一条条宽敞整洁的道路，，扮靓了扮靓了““大县大城大县大城””的颜值的颜值；；一个个美丽的一个个美丽的““未来乡村未来乡村”，”，让农村成让农村成

为城里人向往的乐园⋯⋯为城里人向往的乐园⋯⋯

做好共同富裕新答卷做好共同富裕新答卷，，苍南既做大苍南既做大““蛋糕蛋糕”，”，也着力分好也着力分好““蛋糕蛋糕”。”。20222022年年，，苍南满怀斗志苍南满怀斗志、、紧密团结紧密团结，，聚焦产业发展聚焦产业发展““重塑提质重塑提质”、”、大县大城大县大城““聚能升级聚能升级”、”、美美

好生活好生活““共建共享共建共享”、”、县域治理县域治理““数治智治数治智治””等五大攻坚战等五大攻坚战，，加快建设新时代浙江美丽南大门加快建设新时代浙江美丽南大门，，全力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样板全力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样板。。

(本版图片由苍南县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苍南县委宣传部提供)

百项千亿“重塑提质”

在苍南县有效投资和重大项目攻坚专班
办公室，墙上挂着2022年苍南县重中之重项目
作战图，重点项目投资年度计划、完成投资额、
项目情况等一目了然。

专班成员杨海生说，目前他们主要负责
“紧盯”全县 130 个重点项目推进工作。对接
中，他们发现，这些项目有许多因政策处理、行
政审批等原因，而导致启动慢、推进迟缓。为
此，专班以提示单形式报送各领办领导，县领
导结合提示单开展项目督促，协调解决相关问
题。

比如，苍南文旅数字综合体项目此前一直
因征地政策处理未完成、地表青苗补偿制度未
确定、涉及控规调整等原因，而难以推进。领
办县领导针对堵点问题逐一精准攻破，大大提
高了项目攻坚效率，使得该项目圆满完成一季
度任务目标。

今年以来，苍南猛攻产业发展、招大引强、
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大力推进资源整合、增资
扩产、技术改造、产品创新，以“大项目、大产
业、大创新”重塑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能。其中，“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持续掀起项
目攻坚热潮。县四套班子领导全员上阵、领办
攻坚，实现48个重大项目“包抓全覆盖”。总投
资87.2亿元的浙江省重点工程华能苍南4号海
上风电项目自落地以来，连续 3 次获评浙江省

“红旗”项目。
在各级党员干部的聚力攻坚下，48 个“重

中 之 重 ”项 目 一 季 度 阶 段 目 标 完 成 率 达
124.39%。今年一季度，苍南全县投资增速
25.2%，排名温州第一，高出全省平均增速的
10.8 个百分点，全县今年有效投资实现了开门
红、开门好。

大县大城“聚能升级”

苍南聚力大县大城“聚能升级”，坚持以人
为本做优县城品质，以更宽的视野推动新型城
镇化建设；破题乡村老旧房建设，全域推进城
乡风貌整治提升，久久为功做靓城乡风貌；提
速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做畅交通网络。

一条连接高铁站，一条连接高速出入口，
车站大道和苍南大道是苍南对外展示形象的
两个窗口。去年以来，作为苍南“品质县城”建
设的重要抓手之一，苍南县委、县政府谋划道

路综合整治提升，计划 3 年内对 9 条主要道路
高标准实施整治提升工作，总长度约 20 公里，
总投资约 8 亿元，实现“一路一景一特色”。其
中，车站大道和苍南大道率先启动。经过近一
年规划、设计、整治、建设，两条道路以全新面
貌展现在群众面前，成为浙江“南大门”的靓丽
风景线。

车站大道的改造提升项目以“高铁门户·
城市之光”为主题，从市政道路、交通标识标
牌、景观绿化、沿线建筑、附属设施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提升，道路红线宽度56米，总长约2.6公
里。苍南大道改造提升项目以“山呼海应·现
代气象”为主题，对高速收费站站房、交通标识
标牌、整体绿化景观、两侧沿线建筑立面及广
告牌等进行了整治提升，还增加了人行专用
道，并实施夜景亮化工程。如今人们一下高
速，就能感受到宽敞的道路、开阔的视野、多彩
的景观、精致的建筑带来的“视觉舒适度”。

今年以来，苍南交通项目加码推进。苍南
县矾山至藻溪“四好农村路”工程最长隧道——
三台山隧道提前两个月实现贯通，瑞苍高速公路
苍南段控制性工程快速施工，一个个建设捷报频
传。今年一季度，全县完成综合交通投资6.8亿
元，同比增长52.2%，增速居温州第二位。

美丽苍南“聚力创建”

140米长的玻璃栈道让游客以“云端漫步”
的方式俯瞰田园景色，广袤的乡野大地上油菜
花汇成“金色海洋”，修整复原的挑矾古道展现
矾矿文化精髓⋯⋯这些细微改造工程擦亮了
苍南的“旅游名片”，更让当地居民有了舒适的
生活环境。

苍南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国家森林城市、省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省级资源循环利用示范城市创建，全
面提升浙江南大门的窗口形象。

今年以来，苍南县从挖掘文化内涵和提升
游客微观感受入手，立足把“小环境”打造好，
通过绣花式的精雕细琢，推动全县旅游业提档
升级。据统计，2022 年一季度已完成投资
17554 万元，同比增长 485%，年度计划投资完
成率已达80.7%。

“想不到老街能变得这么美。”苍南县霞关
镇的村民李先生感叹，“微改造”真的改出了

“大变化”。霞关镇作为省 5A 级景区镇，拥有
丰富的旅游资源。但面对纷至沓来的人潮，小

镇曾陷入停车难、吃饭难、住宿难等窘境。去
年，霞光镇新增了 15 家精品民宿，同时规范化
管理休闲渔船等，提升旅游品质的同时为渔民
转业增收开创了一条新路子。

今年 4 月是第 34 个爱国卫生月。为引导
广大群众养成并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
活方式，苍南各地紧密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组织开展爱国卫生月主题活动。灵溪镇通
过派发宣传手册，免费发放除“四害”药物和卫
生用品等形式，强化预防优先理念，提高辖区
居民的卫生意识和健康意识。矾山镇的小劝
导员们走上街，到主要交通路口、公园、商铺等
公共场所，对没有戴好口罩的居民群众进行劝
导并分发口罩。

美好生活“共建共享”

“现在，我的午饭和晚饭都是镇里配送上
门，每天吃着不同花样的饭菜，让我们这些独
居老人感受到家的温暖。”苍南县桥墩镇的张
老伯笑着说。

近年来，桥墩镇聚焦为老服务便捷化，全
面推进“长者食堂”建设，为村社独居、孤寡、高
龄老人提供“堂食+送餐”的暖心服务。按照

“政府拨一点、老人出一点、社区贴一点、社会
捐一点”的方式，分四类对象给予用餐补助，辐
射全镇 36 个村社，目前累计配送中、晚餐 10 万
餐次。在满足老人用餐需求的同时，还配备相
应的阅览室、书画室、健身室、棋艺室等多个功
能室，定期开展老人防诈骗知识讲座、布袋戏
演出、义剪义诊等活动，以个性化精准化服务，
让空巢老人不再空“心”，让孤寡老人不再困

“难”。
攻坚美好生活“共建共享”，苍南优化公共

服务，加快建设公办园、公共卫生项目、老年食
堂等重点民生项目；加快“扩中提低”，积极探
索“乡贤带动”“项目推动”“消薄飞地”“产业飞
地”等新模式，打造一批先富带后富的硬核成
果；拓展共富场景，聚焦“三基三主”内涵，统筹
推进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建设，以点带面打造
一批可看可学、引领未来场景的共同富裕基本
单元。

今年初，马站镇山海田城片区未来乡村，
被列为省级第一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试点
范围内正经历着从应用场景到生活图景的美
好蝶变：涉及健康、教育、生产、治理等“五化十
场景”41 个子项目，总投资超 1 亿元，现已投用
健康园等35个。

县域治理“数治智治”

攻坚县域治理“数治智治”，苍南筑牢疫情
防控“铜墙铁壁”，守牢南大门防线；以数字化
改革为引领，撬动重点领域改革，冲击一批最
佳应用，确保深化改革“突破争先”。

去年以来，苍南把数字化改革攻坚列为全
县“十大攻坚看落实”行动之一，组建攻坚专班
矩阵，系统性聚焦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
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一体化智
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等建设。从基层找问题，向
群众问需求，该县通过打破部门惯性，以数字
化思维重构工作机制，不断推动数字化改革迭
代升级，正全力打造一批具有苍南辨识度的改
革成果。其中，高速公路与地面危货停车位联
动应用、住建领域工程项目公权力大数据监督
应用等17项数字化应用场景列入省市级试点。

比如，苍南开发的农业生产数字化监管服
务平台，让农户告别了凭经验种田种地，让农
事更“智慧”。农户只要点开微信上的“为农
宝”小程序，输入种植种类和周期，系统就会自
动生成种植建议和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目
前，“为农宝”已在温州全市推广应用。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数字化改革的方向就
往哪里去。苍南地处浙南闽北交界，两地人员往
来密切、经贸交流频繁。如何解决好他们跨省办
事难的问题，当地一直在探索。随着“浙闽跨省
一网通办平台”的推广运用，户籍、社保、医保、异
地查档等民生事项和企业设立登记等企业事项
先后落实。便利显而易见，以跨省户籍迁移为
例，通办前申请人至少需在两地派出所往返跑3
趟，如今仅需1个小时就能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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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整洁的道路扮靓了“大县大城”的颜值。图
为完成改造提升的车站大道。 李士明 摄

苍南大力优化公共服务。图为社会福利中心。 李士明 摄

苍南开发的农业生产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推
动农业综合体智慧化。 李士明 摄

完成改造的苍南县钱库镇来谊村未来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