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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十年·金华

十年步履铿锵，十年勇毅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金华坚定扛起全省第四大都市区建设的职责使命，以都市区的定位、视野和标准聚合力、强规划、抓项目、惠民生。八婺大地发生了令人
瞩目的历史巨变，处处展现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新面貌、新气象。

在新的征程上，金华将在都市区建设发展的战略框架下，按照省党代会赋予金华“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的定位，扬区位、商贸、物流之长，补交通、科技、产业之短，进一步培
育发展新动能，拓展合作新空间，塑造竞争新优势，为加快建设现代化都市区探索有效路径、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何贤君 徐贤飞

内陆开放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不靠海
不沿边的金华，凭着“莫名其妙、无中生有、
点石成金”的改革闯劲，闯出一条富有特色
的开放新路。“义新欧向西依陆出境，义甬舟
向东依港出海”，串起“一带一路”，连接陆
海、联通中外。

8 月 29 日，一批货值为 293.8 万元的 8
万余只铝锅在金义综保区通关放行，发往
尼日利亚。同时，货值为 293.8 万元的铝锭
在尼日利亚五环金供应链有限公司海外仓
装柜，发往中国。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经贸
环境下，新型易货贸易模式在浙江自贸试
验区金义片区顺利落地，金华又开辟出国
际贸易新渠道。

过去十年，金华紧紧抓住义乌国际贸易

综合改革试点、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等
240 多项国家和省部级改革试点的契机，争
取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金义片区、省级金
义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横店影视文化产
业集聚区、金华跨境电商综试区等一批重量
级战略平台获批落地，形成以大平台大试点
强化改革促内陆开放的良性格局。

十年来，金华从构建交通、物流、贸易和
信息等枢纽发力，着力把综合枢纽优势转化
为发展竞争优势。去年，金华约占宁波舟山
港到港海铁联运量的七分之一，义甬舟大通
道成为全国最繁忙的海铁联运线路之一。“义
新欧”班列开行量跃居全国第三。“一带一路”
出口居全省第一，对非出口约占全国的十分
之一，跨境电商出口稳居全省首位。快递业
务量达116亿件，居全国首位。

深化改革争当内陆开放排头兵

本报记者 何贤君

前不久，金华举办“揭榜挂帅”电动（园
林）工具行业共性难题创新挑战赛。当天，全
国有 51 个专家团队来到现场，其中 11 个团
队现场路演，围绕11项技术难题，讲思路、说
方案，PK“最佳解决路线”。

金华市传统产业体量大，是振兴实体经
济的最大存量，是稳增长的重要依托。为加
快制造业崛起、优化产业发展格局、加快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金华在全国率先推出“揭榜挂
帅”全球引才机制，打破研发机构、科研院所
和企业间的技术壁垒，拓展形成全球引才新
路径。

从企业找专家，到全国专家汇聚金华，解
决共性问题。“揭榜挂帅”不断迭代升级，逐步
让永康五金产业、义乌小商品制造、兰溪纺织
业等在创新发展上杀出一条“血路”。与此同

时，金华还通过实施创新人才项目、深入开展
“百博入企”、创新工程师培育等途径健全产
业人才库。

金华始终把“创新制胜”作为首位导向，
突出科创平台提升重点，逐步引导特色产业
向专业园区集聚，推动特色主导产业跨区域
融合发展，重点聚焦“芯”光电核心产业集
群，提升现代中医药及生物技术、现代农机
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重点培育信创、光
电光伏、数字贸易等重点产业，致力成为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产业创新发展
枢纽。

如今，金华已跻身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
“揭榜挂帅”做法在全国推广，创成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市。十年间，金华累计获批省级高
新区 5 家，获评省创新型领军企业 5 家、培育
23 家，有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1800 家，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超6200家。

创新引领释放产业新动能

本报记者 沈 超

古朴的民居、清澈的溪流和多彩“鱼鳞坝”，为浦江县大畈
乡上河村引来大量游客，年旅游收入超过3500万元。在十年
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带着“一江清水送下游”的使命，十年间，金华坚定不移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以浦江为例，自 2013 年浙江全面治水“第
一枪”在此打响，全域51条支流水质均达到Ⅲ类以上。去年，
浦阳江（浦江段）被生态环境部评为全国首批美丽河湖优秀案
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普惠的民生福祉。十年来，金华市通
过打响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解决了影响群
众生产生活的污染顽疾，促进了产业调整和升级，并在治水、
治气、治废等领域创造多个全省、全国“第一”，其中“河湖长
制”工作获国务院正向激励，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水十法”、
农村生态洗衣房等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

十年来，金华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省
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荣获绿色中国特别贡献奖，“白沙溪·三
十六堰”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金义都市区森林城市
群成为全国首个以城市为建设主体的国家级试点，义乌、浦
江、磐安成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省唯一的生物多
样性友好城市建设试点落户磐安。

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由此打通。金华同步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打造全流域农旅精品线10余
条、A 级以上景区村庄 1939 个，推动生态经济向美丽经济转
型升级，努力走出一条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三生三美”的
生态共富新路子。

绿色为基
让金华既美又富

本报记者 傅颖杰 徐贤飞

因患帕金森型多系统萎缩，金华市金东区的盛先生曾为
100 多万元的巨额医疗费发愁，甚至想放弃治疗。“最后一样
样报销下来，一年 118.74 万元医药费，我自己只掏了 14.8
万元。这多亏了金华的医保好政策！”盛先生说。

“病有所医”是人们的共同期盼。十年来，金华市持续深化
医疗保障改革，构建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选缴保费法”大
病保险为补充、医疗救助为托底的“三位一体”全民医保体系，
先后获批6项国家级、省级试点。目前，金华参保群众突破500
万人，户籍人口参保率达99.97%，居全省第一；住院综合报销
水平达85%以上，大幅提升了参保群众的“幸福指数”。

“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共同追求。2013年以来，金华加大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建设力度，推出“统分结合”的居
家养老服务模式。针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不优等问题，
在全省率先出台管理办法，要求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居家养老
服务用房。目前，金华共建成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3153 家，全
市 147 个乡镇（街道）都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
盖，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养老服务。

“住有所居”是人们的基本需求。近年来，金华市从破解
机制、资金、土地等要素约束入手，优化住房保障结构性供给，
多渠道满足各类人群基本住房需要。今年以来已建设筹集保
障性租赁住房6.4万套（间），建设筹集量居全省前列。过去十
年，金华市以民生为本，认真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每年新增财
力的70%以上用于民生事业，在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领域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金华发展更有温度。

民生为本
让发展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沈 超 徐贤飞

8 月 30 日，金华轨道交通金义线开通
试 运 营 ，金 华 市 区 与 义 乌 间 通 勤 更 加 方
便。未来，随着金华市区、义乌、东阳的全
线贯通，这条全长约 107 公里的交通“金纽
带”，将使各县（市、区）更紧密地拥抱在一
起。十年来，金华聚焦“破散促聚”，从交
通、产业、民生等多个维度，系统谋划现代
化都市区建设。

金华大都市区建设，影响全局的关键就
在金华市区—义乌这根主轴线上。十年来，
金华紧紧抓住“组团式城市群”这一定位，以

“金义一体化、全域同城化”为牵引，系统谋
划、编制实施《金义都市区规划》《金义一体化
规划》，坚持“项目化+清单化”抓落实，都市
区核心区范围实现扩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达68.7%。

产业协同，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另一个鲜
明特征。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心区城
市，金华深度对接融入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根据沿线产业发展基础和需求，在走廊内
引进建设 26 家新型研发机构，48 项首批标
志性项目已完成投资 560.3 亿元。市、县联
动开展产业基金合作，成功组建总规模 100
亿元的母基金，武义与永康、磐安与金义新区
携手共建“产业飞地”。

都市区共建的最终落脚点在于百姓得实
惠。眼下，金义新区、义乌、浦江境内的15个
高速收费站进入“高速免费通行圈”，市民共
享这一民生红利；都市区西部联网供水工程
建成通水，中部联网供水工程顺利推进，水资
源共享一盘棋格局正加快构建；社保业务、医
保报销等实现全市互联互通，高频事项全市
通办率达 100%，“八婺同城、市县互通”政务
服务品牌越来越响。

全力打造现代化都市区

实干争先，聚力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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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金华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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