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磐安坚持以“全员参与、全域治理、全民共享”的创建原则，谋划推出“提级指挥、党建引领、合力凝聚、四清四整、项目主导、整体智治”六大战法，探索可复制能

推广的山区26县城市新区风貌样板区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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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之心”，看山水磐安
——磐安以城乡风貌样板区创建引领县城品质升级

朱 言 张三庆

磐安县城 5 座青山，恰似五瓣莲花；一
条文溪，就是城之魂魄。独特的地形和良
好的生态资源，赋予了磐安创建品质山城
天然优势。

如今，城区内公共设施完善、交通便
捷、生活便利。总长 7.2 公里的游步道，串
起了宝龙广场、海螺山公园、龙山社区等公
共空间；蜿蜒的山地栈道，连通了五大山体
公园；别具风貌的亭台楼阁，是一处处绝佳
的观景平台。

城因人而美，人因城而幸。2021年12
月，“自在海螺”城市新区风貌样板区被列入
省级样板区试点。磐安紧抓机遇，以精诚之
心绘就更多未来亮色。始终坚持以项目补
齐短板、以项目惠及民生为出发点，今年新
谋划了环海螺山城市新区风貌样板区补短
板项目 16 个，总投资 2.7 亿元。对标“七张
问题清单”，开创了城市排水排污、垃圾分类

等城市运行管理管控新机制，突出量化闭环
管理，推动整改落实，百姓获得感明显提升。

文体中心工地上的机器轰鸣声，是这
座城市华丽蝶变的音响。对标“宜游”城市
定位，磐安将夜晚时间和城市空间有机融
合，成功打造祗玉阁—海螺山—浙江之心
灯光喷泉水幕演艺秀，进一步拓展城市发
展时空、提升城市魅力。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建成 10 个港湾
式停靠站和 5 个智慧公交站点，市民出行
更加便捷。通过网格化管理、项目化推进、
数字化赋能等方式实现水质变化动态掌
控，成功创建省级污水零直排小区 15 个，
城区断面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以上。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人民医院医技综
合楼、妇保院综合楼、新华书店等一批重大
民生项目相继竣工并投入使用。新建三棵
树等口袋公园、社区公园 5 个，让居民出行

实现“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打造“15 分钟”生
活 圈 ，新 增 地 下 停 车 位 4502
个、地上停车位 266 个，待文体中心和操场
改造建成后，还将增加停车位 338 个，有效
解决百姓停车难的问题，让百姓生活更加
便捷。

提升整体智治能力。用“单元联动+
项目互动”，打造三大共富基本单元联动发
展样本；用数字化牵引，推动数字社会与未
来社区融合落地,龙山未来社区列入“浙里
未来社区在线”重大应用先行落地社区名
单，金华市唯一；用智慧社区服务平台，打
造“5 分钟”服务圈、全天候服务链、全人群
服务面。按照低本高效、互融共促且可复
制的全域模式打造龙山未来社区智慧化服
务平台，全力保障社区居民的生命安全和
财产安全。

注重功能补短，打造品质新山城

磐安老城区脱胎于集镇，受制于经济
条件，曾是全省环境较差的县城之一。
2019年1月，磐安县委、县政府顶着困难与
压力，全面启动老城区拆迁改造。

一年时间，拆除建筑 48 万平方米，涉
及 2606 户，推倒了老城区三分之一面积。
比例之高、决心之大，被称为“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大事”。

两年时间，投入 62.41 亿元，新建 83 万
平方米，回迁安置户 70%以上，直接受益
8200 余人。拆迁户实现原址回迁安置，创
造了“磐安速度”，有效提升了城市风貌，百
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建设速度
之快、群众满意度之高，被群众称为“磐安
历史上最得民心的好事”。

“现在看去真的像个城市了！”当地居
民感慨。强化规划引领，注重县域统筹考
量，磐安按照“一点、一线、一区”的整体要
求，科学编制《磐安县城乡风貌整治提升行
动方案》。坚持拆改并举，提升城市风貌，
纵深推进老城核心区块有机更新。

做足做好“山”“水”系列文章。磐安投
资2亿多元，全面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和景观
提升工程，以文溪为轴，推进绿道建设、桥梁

堰坝改造及防洪堤美化、亮化，同步实施县
城周边海螺山、西山、花台山、半月山、塔山
等5座山体美化、彩化、亮化工程，精心打造
环祗玉阁—海螺山公园—浙江之心的灯光
温泉水幕演艺秀，呈现“一溪穿城五山环绕”
的城市景观，让山为城添彩、水为城增色。

全面实施“一芯、两脉、五瓣、多点”的
发展格式。为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
要和消费需求，引进磐安县首个大型城市
综合体——磐安宝龙广场，填补磐安在时
尚、休闲、餐饮、娱乐等一站式消费空白，已
成为磐安县城新地标、商业新高地，已入驻
KFC、星巴克等 120 余家品牌；集数字经
济、文化创意、餐饮、办公为一体的青创园，
已成为磐安城市发展的新名片。承担“城
市驿站”角色，融合旅游服务、咖啡馆、图书
馆等多种功能的浙江之心·心意馆已成为
磐安百姓休闲新去处。持续美化的街区景
观、丰富的商业业态、完善的配套服务，增
强 了 山 城 发 展 活 力 。 宝 龙 区 块 被 评 为

“2021年度省级十佳拆改示范典型”，2022
年全力打造“省级高品质示范街区”。

城有城的好，山有山的美。城在山里，
城有了屏障；山在城里，山有了人气。磐安

围绕“城”与“山”，锚定
“人”与“居”，全力创建县
域风貌样板区。另一边，

“多彩台地”华丽蜕变。
尖山—玉山台地是我

省唯一的高山台地，也是磐安
县域风貌区创建的先行地、示范
地。依托“云上尖山 天空之城”和

“舞龙故乡 茶镇玉山”的独特资源禀赋，
尖山—玉山“多彩台地”县域风貌区统筹
整合“山水林田湖镇村”资源，以台地风光、
乌石古村、茶乡文化、民宿经济为特色，着
力打造绿富美安、主客共享的新时代五彩
台地。以争创“新时代富春山
区图样板”为目标持续巩
固 休 闲 旅 游“ 一 号 产
业”地位，农工旅融
合，景镇村一体，
打造 1.0—2.0—3.0
迭代升级版民宿
经济带，探索一
条 生 态 富 民 、
台 地 共 富 之
路。

重塑城市空间，打造魅力新山城

磐安是山区小县，全县人口约 20 万，一半人住在县城。
“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场景、“医养结合”的健康场景、“共建
共创”的治理场景⋯⋯“三化九场景”全集成的落地样板，让人
们对未来社区更加期待和向往。在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中，磐

安尤其注重场景建设和规范运营。
以“一老一少”为纽带，培育友善亲民新风尚。

“康养旅居”是山城磐安的特色品牌，样板
区创建过程中，围绕“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

有所助、孤有慰藉”养老目标，在全县率先
推出“安养”十条举措，成立“安养帮帮团”
为老人提供便民代办、心理咨询、法律援
助等优质服务。设立安养基金，首期募
集70余万元，为780名老年人安装智能
手环，973名老人享受免费健康体检，建
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1 家，惠及 1.8 万
名老人，努力为老年人提供物质和精神
双优服务。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针对优质教育资
源不平衡、公办园入园难等问题，磐安加快补

齐教育资源短板，迁扩建职教中心、安文小学、
安文初中等 3 所学校，新建昌文、龙山、实验二幼等 3

所公办幼儿园，有效缓解教育不均衡、幼儿托育难等问题。
依托“安心龙山、幸福五指、健康荷塘”等邻里中心和磐安心意
馆、务观书巢、云山书屋等“文旅型”书吧，着力解决孩子接送
难、暑期托管难等问题。

聚焦文脉延续、聚力精神富有。相对于形态上的焕然一
新，山城在精神文化内涵上同样精彩。

以“15 分钟阅读圈”为载体，打造精神富有新高地。磐安
多点设置阅读书吧、数字智慧书屋，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

阅读及志愿活动，今年累计举办送书活动8次图书6700
册，线上阅读推广活动123次，开展讲座展览20余次，

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
以“百姓大舞台”为平台，构筑群众文化生活

新家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帮扶、群众自筹”
等模式，先后在宝龙广场、三棵树公园、市口民工
乐园等地相续建立文化角，通过政府搭台、百姓
唱戏，定期开展娱乐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文化大餐。

以“挖掘+保护”的理念，持续深化文化挖掘
和保护投入力度，做好“文化+”文章，满足群众需
要。注重“宋韵文化”挖掘，讲好“陆游故事”，让

“宋韵文化”在磐安神形兼备、内外兼修。持续提升
非遗保护水平，在挖掘中求发展，在利用中重保护，

谱写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画卷。

坚持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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