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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磐开发区

（本版图片由磐安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夏日的山城磐安，格外热闹：千米平板长溪，山水相融的灵江源森林公园，游客嬉水登山尽享清凉；乌黑的乌石小巷，农

家乐订单已经排到了国庆；斑驳的千年古茶场、孔氏家庙，沉淀的不止是岁月，还有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磐安坚持“生态富县、生态富民”发展战略，积极争当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的模范生，以先行探路的勇气和担

当，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山区特色的共同富裕“新”路径。

缩小差距，创新富民增收举措

“家里已经住不下了！”这两天，在被称为“悬崖
村”的磐安县方前镇施家庄村岩门自然村，村民蔡先
金有个幸福的小“烦恼”：游客太多，家里房间不够
住，有的游客只能在院子里搭帐篷，或者被分流到隔
壁村。

忙得脚不沾地的蔡先金，是方前当地旅游红火
的写照。2021 年，方前镇“天路党建联盟”为推广
当地特色民宿和旅游，发布了“浙中川藏线”越野
自驾游线路。这条以“悬崖村”为核心的旅游线
路，串联起 7 个高海拔偏远山村，不仅拓展了“悬崖
村”的旅游链条，更带动了沿线村庄的旅游发展。
去年仅国庆期间，就吸引游客 5500 多人次，同比增
长 667%。

被誉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磐安，村庄多而分
散，如何不让一些高海拔的偏远山区成为共富路上
的“落后生”？磐安通过强化党建统领，在仁川镇天
网、方前镇四协、尖山镇胡宅、尚湖镇山环等10个偏
远片区，打造了十大高海拔偏远山区党建联盟，覆盖
48 个行政村，占全县总数的 22%，其中省定集体经
济薄弱村34个。

仁川“云顶天网党建联盟”相关景点吸引游客同
比增长 22%、双溪“山村互助党建联盟”网络直播售
茶80余万元、盘峰“幸福高二党建联盟”带动800多
农户走上幸福路⋯⋯据统计，去年，十大联盟内 48
个行政村共增收 1000 万元以上，旅游总收入超过
8500万元，村民人均增收近1万元。

不仅“党建联盟”持续发力，磐安还为一些区域
量身定制了富民增收计划，比如盘峰乡“我的幸福计
划”。“土法种养+公司营销+政府监管+集体入股”，
让深山土货变成城里人餐桌上的珍品，让泥屋土房
变身成了“高档民宿”。

2021 年，“我的幸福计划”还升级成为“我们的
幸福计划幸福计划”，”，并在磐安全县推广并在磐安全县推广。。目前目前，“，“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
计划计划””已带动磐安全县偏远山区已带动磐安全县偏远山区30003000余户1万多名
村民在家门口增收，年增收1500万元以上。

在安文街道花溪村，“景村融合”亦为乡村共富
提供了新的视角。全村 90%以上的村民都在发展
民宿，越来越多村民回乡创业就业，别具风格的客
栈、民宿陆续将村庄装点起来。自 2020年 5月重新
开放至2021年底，花溪景区实现营收1500余万元，
村集体经济增收120余万元。

目前，磐安共有农家乐集聚村（点）108个，乡村

农家乐经营户 1014 户，床位 1.95 万张。去年，磐安
全县农家乐共接待游客 282 万人次，营业收入达
3.68亿元。

今年3月，在省药监局指导支持下，双峰乡成立
了乡政府牵头、5 个村共同出资的“强村公司”——
磐安县富羊羊商贸有限公司。统一收购、统一品牌、
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村书记任董事长、监事长，所获
利润也由5个村共享，作为村集体消薄资金。今年3
月以来，“富羊羊”公司营业额已超300余万元，带动
村集体增收 32 万元，仅此一项，即超过去年全年的
村集体消薄资金收入。

磐安还深入实施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增收攻坚行
动，如发展来料加工从业人员4.2万名，带动2000余
名低收入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开展以低收入农户为
重点的乡土人才培训，药乡月嫂成为全省月嫂领域
的“金名片”；完善“磐安药膳”创业扶持实施细则，推
广“药膳师培训+门店创业”模式，先后在杭州、宁
波、义乌、东阳等地新开“磐安药膳”门店15家。

数字赋能，提升特色富民产业

连日来，磐安磐康中药材饮片共享车间的生产
线都在全力运转。这个全国首个中药材及饮片“共
享车间”，每天可为当地药农加工鲜贝母片 25 吨。
类似的中药材共享加工点，磐安有15个，此外，还有
共享仓储点、常温库、冷库3万立方米。高效背后是
数字化助力，这里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能在
云端实现远程监控。

磐安是浙江省最大的中药材主产区和主要集散
地，中药材产业是其主打产业，当地现有中药材种植
户 4.8 万户，种植面积 7.22 万亩，中药材加工、销售
企业 460 家。2020年，磐安浙八味市场交易额就达
41亿元。

为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突破“道地
无地、标准失准、优质不优价”的问题困境，磐安主推

“浙中药”产业大脑，以数字化改革振兴中药材产业。
“浙中药·质量通”是产业大脑的多跨场景应用

之一，市民只需扫扫产品包装袋上的二维码，就能查
询中药从种植到加工到流通的全部环节。该应用上
线以来，已全面覆盖县内20亩以上规模基地与所有
共享车间，累计完成 7765 吨道地药材的溯源赋码。
药农收益提高 37%；药商因质量问题而产生的退货
率降低 96%，显著提升道地药材品质；药企共享车
间减少加工损耗10%，节约成本3600万元。

对种植户而言，“浙中药·质量通”也是生产的得

力助手。今年 51 岁的磐安药农郑文梁承包经营了
300 多亩中药材基地，在他的基地里，雨水采集器、
风向温度测量仪、环境土壤检测仪、5G 高空慧眼等
数字化设备一应俱全，不仅全程实时采集、监测基地
各种数据，还科学提供农事信息、病虫害防治、远程
水肥管理等精准服务。“有了这个‘好帮手’，基地收
入提高三成以上。”郑文梁说。

在浙江省唯一以中药材产业为依托的特色小
镇——江南药镇，当地还全力打造小镇“数智大脑”
建设，比如成立黄精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研究院和中
国黄精交易中心，完成黄精价格指数构建，开展中药
材栽培生产关键技术研究、道地药材质量检测、健康
产品研发等课题服务。

“中药产业大脑，把占磐安三分之一人口的中药
产业从业者聚合在一起，中药产业的集群化、规模化
得到了提升。”磐安县中药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要负
责人介绍，截至目前，磐安全县8万亩中药材种植地
块、4.8 万余户种植户信息，以及主要中药生产企业
的数据已全部“上云”。

立足优势，打造山区共富样本

金华市区有一块面积3.8平方公里的土地，它属
于80多公里外的磐安。这里就是金磐开发区。

1995 年，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欠发达地
区奔小康步伐，浙江省委、省政府和金华市委、市政
府开创扶贫开发新模式，在金华城市核心区划出
660亩土地，设立金磐扶贫经济开发区，委托磐安县
委、县政府开发，并赋予“独立行使县级经济管理权、
独立享有区内产值和税收、独立组织实施园区建设
管理”的政策机制，成为全国第一个变“输血式”扶贫
为“造血式”扶贫的“飞地园区”。

自成立以来，金华市、磐安县两级党委政府坚持

以“八八战略”为引领，经过 27 年开发建设，这种集
“异地开发、山海协作、生态补偿”等功能于一体的飞
地经济发展新模式，已成为全国异地开发的样板。

目前，金磐开发区集聚各类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
企业989家，税收超千万元企业15家，国家高新企业
14家，并培育出了磐安本土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全
国塑料软管领军企业“春光科技”。此外还有磐安首
家产值超30亿元的本土企业，也是全球户外泳池细
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威邦集团。统计显示，
金磐开发区园区工业企业亩均税收达到36万元。

金磐开发区不仅承担了磐安一半的工业经济，相
关主要经济指标对磐安贡献度均达到三分之一及以
上，还每年为磐安提供1亿多元的税收支持，累计吸
纳来自磐安就业人员2万多人次、占全县人口的近十
分之一，为磐安全域生态保护腾出了巨大空间。目
前，磐安已成功创建“国家生态示范区”“国家生态
县”，森林覆盖率达80.95%，全境地表水和出境断面
水质 100%达标，空气优良率达 97.8%，居金华市第
一、全省前列。

好山好水好空气不能浪费，依托自然生态、区位
政策等优势，磐安全力打造“长三角知名康养旅居目
的地”，主推“医共体+医养”磐安特色新型养老模
式。如针对县内外老年游客群体，推出以中医养生、
特色疗法、老年病、康复治疗等为龙头，融医疗、养
老、康复、护理、休闲等多种元素，发展旅居养老、休
闲度假型养老、老年健康教育等新业态。

针对县域内老年人，磐安全方位推进养老服务
普惠普及，从医养结合角度解决当地老年人的医疗
和养老问题，实现“楼下看病，楼上养老”，打造“浙里
长寿”金名片，走出了一条具有磐安特色的医养结合
新型养老模式之路。

在安文街道，当地创新推出“安养十条”，“一站
式”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同时，成立“安养帮帮
团”，吸收党员、“山妹子”、社工、志愿者等加入，建立

“安养网格”，全方位帮助网格内老年人，提供便民代
办服务，定期上门走访，为老年人“跑腿”办事。

2020年10月以来，磐安已为3.15万老人提供了
“医养结合”服务，占全县60周岁以上老人的72%。

磐安还是非遗大县，有重点非遗项目710项,其
中列入县级以上非遗名录 183 项，包含国家级 3 项、
省级12项。此外，还有深厚的儒文化、茶文化、中药
文化等。近年来，磐安聚焦文旅融合，以非遗展演、
非遗体验、非遗文创为着力点，大力推进非遗创新性
发展创造性转化，探索非遗产业发展，让非遗成为文
旅融合、产业发展并实现富裕的助推器。

“2021 年，我们重新编排的‘炼火’‘寿龟奉茶’
等非遗项目走进景区，利用声光电科技手段打造虚
实结合特色沉浸式场景，将水和火有机融合，让游客
重新领略景区山水和磐安非遗的夜间魅力，有效延
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景区消费。”磐安县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主要负责人介绍，非遗走进景区，让景
区焕发了新活力，也带动了周边乡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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