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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这是唐朝李白笔下的余姚。

“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这是宋朝王安石眼中的余姚。

当下，中国正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力进军。在这时代的宏

伟蓝图下，作为浙江县域城市的典型代表之一，余姚又该如何绘就当代的新诗篇？

余姚，地处杭州湾大湾区的中心地带，长期处于全省发展第一方阵，去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总量 1441.5

亿元。近年来，余姚牢牢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省“四大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等重大机遇，一手抓制造

业“大优强、绿新高”的高质量发展，一手推动城市“升能级、拓空间”的高水平提档，同时，以文化基因解码工程，深

掘文化动能，赋能城市有机更新与品质提升。

坚定，铸造奇迹；进取，开辟未来。余姚将以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活力“最名邑”的实绩实效，在高水平打造

中国式现代化县域样板中挑大梁、作贡献、走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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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大树”
搭好县域经济的“四梁八柱”

清晨，宁波创润新材料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一片忙碌，作为国内唯一的半导
体级低氧超高纯钛合格供应商，今年前
三季度，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60%。在近
日工信部发布的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名单，余姚创润新材料成功入
围。

“创润”的快速成长，正是余姚培育
“大树”型企业的缩影。

余姚是浙江的民营经济大县，中小
企业数量庞大，在当下余姚高水平建设
现代化县域样板的新时期，量大面广的
中小企业既是余姚转型升级铸造高质
量发展的突破口，也是生力军。

近年来，余姚以“微成长、小升
高、高壮大”的企业成长路径，展开
制造业企业梯度培育，尤其培育一
批“单项冠军”“隐形冠军”企业、专
一化程度较高的高成长专精特
新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顶梁
柱”。余姚梳理分析企业研发
占比、年度销售收入、税收增速
等数据，筛选出意向企业、重
点项目，更新专精特新企业
培育库，对入库企业就研发
精深化、产品特色化、业态
新型化进行重点培育，助
力更多的中小企业强起
来，巩固提升余姚制造

的核心竞争力。
目 前 ，余 姚 累

计 培 育 国 家 专 精
特新重点“小巨

人 ”企 业 7 家、
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

业3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51家，今年
新入选宁波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68
家，数量居宁波第一。

培育“大树”，需要金融“养分”。余
姚专门成立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实
施企业上市“专班制”、服务“秘书制”，
出台实施“凤凰行动”余姚计划，在企业
股改上市和后备培育方面加以支持和
引导。“甬矽电子”就是在“凤凰行动”中
成长起来的企业之一。近日，甬矽电子

（宁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上交所
科创板，从注册成立到登陆科创板，仅
用了5年！

截至目前，余姚上市企业已有 17
家，宁波股权交易中心挂牌数量多达
258 家。近 3 年，该市对超 200 家（次）
企业补助“凤凰行动”专项资金近 1.7 亿
元。

“大树”型企业也离不开高新人才
的支撑，余姚提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
才强市战略”，“以人才链促进创新链，
以创新链服务产业链，以产业链集聚人
才链”，累计引育高层次人才 7000 余
名，其中省级以上重点人才计划 120 余
名，另外，22 家人才企业成长为规上企
业。

规划“心城”
筑强品质城市的“生命力”

一早，在余姚阳明街道富巷新村
北一小区至北三小区施工现场，早

起的胡炜苗老人看着小区一天
一个样，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今年 65 岁的胡炜苗是富巷

新村北二小区13幢的老住户，眼看着住
了 30 多年的小区得到全面改造，他的
生活也焕然一新。

这一区域的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
8600多万元，改造面积17万平方米，是
余姚市目前唯一一个结合未来社区创
建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今年，余姚市第四轮老旧小区改造
将收官，结合未来社区建设、以品质提
升为重点的第五轮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也已谋划启动。自老旧小区改造启动
以来，已累计改造老旧小区 223 个，总
建筑面积达 619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约
6.7万户，累计投入资金约6.4亿元。

老旧小区改造是事关千家万户的
民生工程，也是谋求旧城有机焕新、提
升城市品质和能级的基础工程。

今年初，围绕建设现代化美好活力
“最名邑”总目标，余姚市委、市政府以
提高中心城区首位度、辨识度为牵引，

重点在中心城区描绘“城市更新、品质
提升”蓝图，并聘请专业设计团队对中
心城区进行总体城市设计，在进一步梳
理余姚的山水、人文等资源的基础上，
明确了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空间格局，深
入研究了城市天际线、滨江岸线、城市
色调等专题内容，提出了打造“余山姚
水、阳明心城”的城市建设目标。

以北部融湾新城片区为例，该片区
位于余姚中心城区北部，梁周线与东江
之间、高铁站以南，面积 17.5 平方公里，
预计总投资超628亿元。

“这是未来余姚城区建设的重中之
重，我们将依托余慈湾区联动的优势，
整合城东新区、模具城、塑料城等功能
板块，打造一个集政、商、产、科、文于一
体的首位城市中心，使之成为宁波现代
化滨海大都市北部副中心的品质新样
板。”余姚相关负责人介绍。

城市竞争决定区域竞争。余姚地
处上海、杭州、宁波三大都市圈之内，既
受益于“同城效应”，更要直面“虹吸效
应”，在资源要素日益趋紧的大背景下，
更需主动开辟城市发展新空间，力促余
姚城市发展“一年一变样、五年大变
样”，同时擦亮“姚优”幸福民生品牌，服
务“一老一小”、缩小“三大差距”，统筹
推进文明城市、法治余姚建设，加速资
源力量下沉社区，让富美图景更加可感
可及。

文化“筑城”
擦亮自信自强的“精神底色”

近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
首批 10 个文化标识建设创新项目，宁
波余姚阳明文化成功入选。这是余姚
阳明文化继成为首批 100 个“浙江文化
标识”培育项目后的又一文化基因解码
成果。

作为阳明故里的余姚，多年来，不
断擦亮阳明文化这张闪亮的金名
片，致力于从文化研究、文化传
播、文化教育到文化产业，讲好
阳明文化的本体故事、学术故
事和发散故事，修缮文化遗
存遗迹，培养了一批本土
阳明学研究人才，也成
为了阳明文化基因解
码 的 坚 实 力 量 。 从
2015 年 开 始 ，余 姚
还连续 8 年在王阳
明诞辰日举办阳明文

化系列活动，总投资 139 亿元，总规划
用地面积 1679 亩的阳明古镇，首开一
期府前路历史文化商业街区，已成为了
阳明故里余姚的网红打卡地，阳明文化
在海内外的传播更具亲和力和实效性。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体现了城
市的精气神，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之
源。泱泱数千载，从河姆渡的稻作文化
到以王阳明等先贤为代表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再到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革命
文化，余姚历史底蕴深厚，坐拥丰富的
文化库存，是个“一脚踩下去，到处都有
故事”的宝库。而深入挖掘、创新传承、
活态利用这些文化库存中的优秀文化
基因，并将之打造成为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文化财富，是余姚人世代努力奋
斗的方向。

除了深挖文化资源，余姚还持续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现代化。

前不久，余姚市公共文化中心迎来
首秀。作为该市最大的文化综合体，该
项目集大剧院、图书馆、文化馆、活动中
心及文化配套等于一体，总投资超 8 亿
元，建筑面积达8.06万平方米。

余姚聚焦文化多元发展，多措并举
丰富公共文化设施，着力扩大受众覆盖
面，形成了市文化馆、图书馆—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文化中心网
络体系，让文化渗透到城市的角角落
落。

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加多样的精神
文化活动、推动基层公共文化高质量发
展，余姚市创新举措，将每月 12 日确定
为公共文化日，以文化馆、图书馆、文化
站、图书驿站、“小而美”公共文化空间
等为载体，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
动，促进资源整合、互联互通、共建共
享。

如今，一幅幅关于诗和远方的新画
卷在四明大地徐徐铺展，以文化之魂凝
聚起强大的精神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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