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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山区行共同富裕山区行 针对地方财力有限、土地指标不足、缺乏人口红利等要素瓶颈——

集约发力，遂昌破解成长烦恼
本报记者 金 梁 黄 彦 王雨红 县委报道组 朱 敏 周淑赟

地处钱塘江和瓯江的源头，汤显
祖笔下的遂昌，是浙西南群山中最浓
的一抹绿意。

然而，山清水秀的诗意也伴随
着发展的苦恼，尤其遂昌九山半水
半分田，地方财力有限、土地指标
缺口明显、缺乏人口红利支撑⋯⋯
这些都制约着这个山区县的高质
量发展。

一场事关前途命运的攻坚战，

就此吹响号角。遂昌人精打细算，
将宝贵的财力用到紧要处；以超常
规力度推进国土空间开发，把土地
指标向生态工业平台倾斜；拿出满
满的诚意和举措把人留住，让县城
成为县域发展的主支撑。2021 年，
遂昌县 GDP 同比增长 12%，位列全
省山区 26 县第一。

困难再多，也阻挡不了遂昌人的
攻坚决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04 亿元，
支出 48.72 亿元，这是遂昌县去年交
出的一份“财政清单”。收不抵支，这
是很多山区县存在的共性难题。

“一个地区发展的资源、资金、力
量是有限的，必须要聚焦重点、集约
发力。”遂昌县委书记胡刚说。

为了避免资金浪费，每一分钱都
必须花在刀刃上，遂昌人有着自己的
盘算。“要将宝贵的财力用到发展紧
要处。”遂昌县经济商务局局长叶松
华认为，山区县要实现共同富裕，离
不开产业支撑，因此遂昌以工业强县
为首位战略，提出了加快打造浙西南
智能制造先行县的目标。2021 年，
遂昌县规上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
200 亿元大关，这更坚定了当地发展
生态工业的信心。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发展生
态工业，先要涵养税源。

这段时间，一项全新的工业扶持
政策正在遂昌酝酿出台。数易其稿
之后，叶松华掂得出这份新政的含金
量。“才半年多时间，遂昌的工业政策
出现迭代，这种急迫前所未有。”叶松
华坦言，这次以更大力度、更低门槛、
更细梯度营造更优的扶工政策环境，

“放水养鱼”的背后是政府财力的保
障。

加大重点招引企业减税力度，
新增新项目建设奖励，提高数字化
技改奖补比例，单设小微企业上规
奖励⋯⋯翻开这份新政，满满都是

“真金白银”的 诚 意 。 据 测 算 ，遂
昌今年准备新增工业类扶持资金
3600 万 元 ，全 年 将 达 到 6000 多
万元。

本地企业已经提前感受到了这
股暖意。去年 11 月，浙江翱力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第一期智能化

改造，建成一个集生产调度、设备管
理、人 员 管 控 等 多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MES（制造执行管理）驾驶舱，实现
研发、销售等业务的实时监控和数
据分析。“春节后，我们就拿到技改
奖补资金 360 万元，奖补比例之高，
兑现速度之快，都让我们很满意，企
业智能化提升有了更大动力。”该企
业总经理李文翱说。

积极的财政政策激发了民间投
资的活力，一组对比数据能证明成
效——2021 年，政府奖补企业自动
化、智能化改造 2200 万元，撬动企
业投入自动化、智能化改造 2.84 亿
元，同比增长 46%。

把有限财力用在刀刃上，遂昌人
更舍得在人才引进上花钱。

“到遂昌工作，可享 16 万元—
1080 万元奖励！”在遂昌高速公路
服务区，路人总会被醒目的宣传标
语吸引，这也吸引了一大批人才来
遂 创 业 干 事 。“ 去 年 ，遂 昌 投 入
4000 万元用于人才招引，在山区
县中是不多见的‘大手笔’。”遂昌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廖承川介
绍，对标杭嘉湖等发达地区，遂昌
还在不断更新完善县域人才新政，
以 政 策 活 水 赋 能 人 才 成 长 ，打 造

“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仅以去
年为例，遂昌回流人才 4590 人，同
比增长 200%，其中硕士 157 人，博
士 20 人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34% 、
566.67%。

想方设法集可用之财、办发展
大事，已成为一种共识。遂昌县财
政局副局长程昌文表示，遂昌计划
统筹县级财力、上级转移支付、地
方政府债券以及国有企业力量，努
力让有限财力产生更大的“乘数效
应”。

有限财力用在刀刃上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缓慢，是制约城市能级提升的
关键指标。2021 年，遂昌的城镇化率为 56.06%，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城市发展缺乏人口红利支撑。

如今遂昌的“新城里人”变多了。家住遂昌县云峰街
道亭前小区的周志财，工作就业、孩子读书、家人看病都
在 5 分钟车程内，幸福感满满。然而，就在两年前，周志财
还住在偏远的柘岱口乡毛阳村，每次进城都得花上大半
天时间。

近年来，遂昌在农民异地搬迁、下山脱贫、“大搬快
治”的基础上，出台了丽水市最大力度的“大搬快聚”政
策，包括购房、搬迁、宅基地复垦、整村搬迁等补助和奖
励，让偏远山区百姓渐渐往城镇集聚，县城也因此迎来了
一次“更新”。

“要让县城成为县域发展的主支撑，重点是通过城市空
间、城乡交通、基层治理等方面的系统性重塑和改造来实
现。只有舍得拿出最优质的资源要素，才能真正留得住
人。”遂昌县“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周
安涛说。

这两年，遂昌拿出县城与经济开发区之间的核心
地块用于“大搬快聚”安置，土地指标优先保障安置房
建设，让搬迁下来的老百姓能就近找到工作，骑着电动
车 就 能 进 城 。 同 时 ，当 地 补 足 公 共 设 施 配 套 推 进 搬
迁。最近，腾龙社区中心项目即将开工建设，建筑面积
达 6000 平方米，安置小区的基础设施正在全面提升，
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绿化等配套设施
一应俱全。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更是城市有机更新
的根本动力。“从时常拥堵的18米宽道路到规划中的40米
大道，这是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事。”遂昌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总工程师李君飞感叹。

随着人口集聚，县城的区域格局彻底打开。行走在
遂昌县城，到处都是热闹的建设工地，人民医院、未来社
区等一批新项目纷纷上马，今年计划投入城市建设资金
47 亿元。就在不久前，遂昌再次刷新本地单体征收项目
规模纪录，启动了征收范围最广、面积最大、涉及住户最
多的西街公园路区块城市更新征迁，为城市发展腾出了
新空间。

人口的搬迁，盘活了整个山区县的资源要素。
据统计，2019 年以来，遂昌偏远山区的交通、水利、教

育、医疗、通信等社会事业投入减少 2.94 亿元，公共财政资
金实现大幅度集约节约，这些资金集中投入到全县安置区
配套、未来乡村等建设；通过宅基地
复垦新增耕地面积1106多亩，折算
成指标调剂费约24亿元，全面激活
了沉睡在乡村的空间资源。

产业兴旺、城乡共荣、文明幸
福，令人向往的山区共同富裕美好
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县城更新把人留下来

走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我们把推动山区高
质量发展、切实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与新发展理念融
汇贯通，作为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建设根本遵循，坚持
人口集聚、产业集中、要素集约、创新集成，聚力做强

“生态工业、数字科创、新型城镇化”三大共富平台，加
快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和美共富现代化遂
昌家园。

提级生态工业平台，筑实“共富之基”，着力培育一
批生态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我们紧紧把握遂昌经
济开发区跻身省级平台的机遇，推进生态工业平台“二
次创业”实现扩量提级，巩固金属制品块状经济优势，
全力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
造和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加快产业迈向智
能化、高端化，不断延伸产业链、价值链。举全县之力
推进“双招双引”战略性先导工程，开展“大好高”项目
招引大比拼，全力引育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
领域创新型企业，力争规上工业增加值、亩均税收实现
三年“翻番”。

提效数字科创平台，开拓“共富新路”，坚定不移走
科技创新道路。我们抢抓数字中国战略和数字化改革
机遇，务实打造“天工之城·数字绿谷”，促进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山区美丽生态与创新
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培育数字经济“关键增量”。超
常规落实人才强县、创新强县战略，精准迭代人才政
策，做优人才存量、做大人才增量、做强人才变量，加快
引聚创新创业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客群体。深入
推进科创平台攻坚行动，联手大院名所、高校名企合作
共建研发机构，开展“全校服务、全域合作”试点，推进
山海协作高能级“飞地”平台建设，全力打造发展的“加
速器”。

提标新型城镇化平台，建设“和美家园”，尽快把致
富之路对接起来。我们引导人口向城镇集中，切实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全力抓好“进”和“转”两篇文章，推动
城乡协调发展。“进”，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破
题山高路远千年难题，加快推进 G528 国道、衢丽铁路、
抽水蓄能电站等大项目，抓实“两进两回”“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等关键之举，深入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改革，努力让好生态实现好价值；“转”，就是加快推进
以人民为中心、以县城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提升
城市宜居宜业水平，在此基础上，抓好“大搬快聚”共同
富裕突破性抓手，积极引导人口向城镇集中，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助力高山远山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
宽广大道。

做强三大平台
建设和美家园

遂昌县委书记 胡 刚

在遂昌采访，当地干部挂在嘴边最
多的就是“缺地”两字。

很多发展中的矛盾，经常“堆积”到
遂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师曹锋
的桌子上。“这些年，省里下达给遂昌县
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平均每年不足
1000 亩，而根据去年用地实际需求，县
级重点项目土地指标需求量超过 2000
亩，土地指标缺口明显。”曹锋颇为无奈
地说。

这并非个例。这些年，很多山区县
的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投入相对较
少，奔富路上要想补上这些历史“欠账”，
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要素，尤其是用地
指标。

今年 1 月，遂昌经济开发区正式成
立，填补了当地无省级经济开发区的空
白。面对发展机遇，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毕丹雯却有了新的烦恼——这个高能

级的平台正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的土地烦恼。

比如，作为开发区内的“优等生”，丽
水市唯一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宇恒电池有限公司因扩大产能需
要，早就提出100亩工业用地需求，但迟
迟难以“圆梦”。直到今年年初，遂昌拿
到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才解了企业的
燃眉之急。

对于遂昌而言，向外拓展空间迫在
眉睫。春节以来，位于遂昌城东北侧的
龙板山二期开发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
目标要完成1000亩工业用地场地平整，
任务相当重。

“我们正以超常规力度推进国土空
间的开发。”毕丹雯告诉记者，遂昌以经
济开发区获批为契机，进一步强化要素
集约配置，大力争取土地指标向工业平
台倾斜，这是当前解决土地矛盾的最直

接出路。
存量的土地指标如何发挥出最大效

益？遂昌给出了答案：土地集约利用要
瞄准发展紧要处，例如交通是山区县“走
出去”“富起来”的先行军，必须优先保
障。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如今从遂昌县
城到西部几个乡镇仍需要 3 个多小时，
每当碰到雨雪冰冻天气时，交通还会经
常中断。为了攻克“困在路上”难题，遂
昌去年上马了有史以来投资体量最大的
交通项目——G528 国道和遂江公路，
总投资 52.91 亿元，以此打通遂昌西南
山区“任督二脉”。

“你们县还要不要吃饭了？”“其他项
目还发不发展？”⋯⋯回忆起这个项目谋
划之时，各种质疑的声音不断，遂昌县交
通运输局局长章君剑至今仍记忆犹新。
尤其在土地指标上困难重重，交通建设

项目往往存在主线土地报批流程多、时
序长的客观制约，且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项目无法开展土地预审等问题，前期工
作严重受阻。

为此，遂昌通过土地综合整治等多
种渠道将土地要素保障到位，如遂江线
争取到了项目支持，得到了相应的省统
筹建设用地指标 1311 亩；G528 国道争
取到了丽水市首批获得先行用地批复的
公路项目，利用先行开工点为项目争取
实质性开工建设。

“有限的资源要素，决定交通项目必
须有退有进，这既保障了一些重点项目
的推进，也避免了过去‘天女散花’式的
投入，遂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章
君剑透露，自 2021 年 9 月全省投资“赛
马”激励机制实施以来，遂昌已连续两个
季度登上荣誉榜，累计获得 200 亩建设
用地指标奖励。

集约用地效益最大化

繁忙建设中的遂昌古院新区。拍友 章建辉 摄

宇恒电池公司内，工人调试自动生产线。拍友 章建辉 摄

““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安置小区工程安置小区。。 拍友拍友 章建辉章建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