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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安磐安

﹃﹃
浙江之心浙江之心

﹄﹄
涌动绿色脉搏涌动绿色脉搏

仰望天空，是一望无垠

的蔚蓝；俯瞰大地，是沁人心

脾的绿意。无论何时走进磐

安，目之所及，皆是宜人风

光、和谐美景。

磐安，被誉为浙江“群山

之祖、诸水之源”，钱塘江、瓯

江、曹娥江、灵江四大水系由此发源，天台山、括苍山、仙霞岭、四明山

等山脉由此绵延，是名副其实的“浙江之心”。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和尊重自然的生态理念，使磐安一路斩获全国首批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国家生态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

称号。

进入新时代，磐安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实施

“生态富县、生态富民”发展战略，部署开展“五水共治”、无废城市创

建、美丽城镇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走出了一条“好风景带来

好钱景”的绿色发展之路。

当夕阳吹灭最后一丝余晖，文溪
两岸华灯初上，带着丝丝凉意的晚风
自水面吹来，漫步在绿道上的游客与
居民，一同陶醉在这旖旎山色、潋滟
水光与人间烟火中。

穿城而过的文溪，见证了一座县
城的悠悠历史。近年来，在美丽城镇
建设中，文溪也焕发出新的生机。经
过几年的拆迁改造，原来的矮旧房屋
不见了，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滨水
景观带串联起浙江之心桥、祗玉阁、
塔山、海螺山等标志性景点，自然与
人文景观相互衔接，深度交融。

县城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
体。美丽城镇创建既是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高质量推
进“百镇样板、千镇美丽”工程的举
措，也是磐安深化美丽蝶变的内在需
要。3 年来，磐安的美丽城镇创建工
作 一 直 走 在 全 省 前 列 ，2020 年 、
2021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省级优秀
县。县城也是链接城乡融合发展的
枢纽节点。磐安将美丽城镇建设作
为带动乡村振兴的主引擎，推动镇村
互促共荣，走出了“镇村联动、融合发
展”的山区县美丽城镇新路子。

截至目前，磐安所有 14 个乡镇

（街道）和 1 个规模特大村通过省级
美丽城镇考核，其中安文街道被评为
美丽城镇建设山区县县城城镇省级
样板，尖山镇、新渥街道、方前镇、尚
湖镇被评为新时代美丽城镇建设省
级样板，云山成为全省第一个特大规
模村美丽城镇，台地一体化融合发
展、台账资料整理两项工作在全省推
广。

2022 年是浙江美丽城镇建设的
收官之年。进入冲刺阶段，磐安以打
造“工农互补、文旅互促、城乡融合、
全域美丽”的新时代美丽城镇为目
标，按照“五个美”“十个一”的总体要
求，科学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担任组长
的创建领导小组，将美丽城镇建设列
入全县十大民生实事之一；

将美丽城镇项目纳入“一图三色
五指数”智控平台管理，以进度量化、
指标可视化倒逼落实；

出台美丽城镇建设首席设计师
和驻镇规划师制度，发挥专家技术决
策和现场指导作用，有效解决人才短
缺、技术薄弱、管理缺位的短板⋯⋯

在奋斗者的绘笔下，“诗和远方”
的美好蓝图正一步步照进现实。

打造美丽城镇
让“诗和远方”照进现实

2021 年 5 月，磐安在“5·22”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浙江主场活动的启动仪
式上，接受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授牌，成
为全省首个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建设
试点县。9 月，生态环境部与浙江省人
民政府签订的《共同推进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合作协议》将

“支持浙江开展磐安生物多样性友好城
市建设试点工作”列为合作内容之一。
10 月 ，在 联 合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大 会

（COP15）昆明年会上，磐安作为全省首
个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试点亮相浙江
馆线上展示。

试点为何落在了磐安？
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

生态系统类型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动植
物资源。另一方面，保护生态环境、促
进万物和谐共生共荣，早已融入城乡建
设的肌体。

近年来，磐安开展“净水”“净气”
“净土”整治行动，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无废城市创建。严格环境执法，严
厉打击违法行动，加大对重点排污企业
的 督 查 力 度 。“ 绿 剑 斩 污 ”下 ，今 年
1—11 月，全县 5 个县控以上功能区和
6 个出境断面平均水质均达到Ⅱ类及
以上，达标率100%，城市水质指数排名
金华市第一，省级跨行政区域交接断面
水质考核结果连续第6年获评优秀。

生态修复工程中也增添了更多生
物多样性元素。在防洪堤美化和堰坝
改造过程中，通过清水型水体生态修
复、功能型水生植物选择与配置、生态

叠水设施引鱼洄游等措施强化水生态
系统构建、管理与维护；在山体修复过
程中，以县城塔山、海螺山等 5 座森林
公园建设为重点，重建植被群落。

在产业发展中，磐安创造性地将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相结合，探索更多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新模式。如，依托
目前国内唯一以野生药用生物种质资
源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大盘山自然保护区，加快推进
大盘山名山公园建设，努力打造浙江
大花园建设的山区样板。搭建集观光
旅游、种植技术培训、学术交流于一体
的“智慧药园”，面向广大民众普及药

用植物知识与数字化中草药栽培加工
技术。

在日常生活中，龙山社区等地围绕
未来社区建设，开展自然化改造，提升
辖内绿地面积比例、增加乡土物种引种
种类，合理布设鸟类、昆虫定居繁衍的
空间，并广泛开展生物多样性科普宣
传，制定奖励机制，每年评比“生物多样
性保护突出住户”，让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种子扎根在人们心中。

政府、企业与民众广泛参与、共建
共治，成效显著。目前，磐安境内共有
野生植物 1612 种、野生动物 281 种，其
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45 种，国家
Ⅱ级重点保护植物14种。

呵护“绿水青山”
让鸟语花香扮靓生活

（本版图片由磐安县委宣传部提供）

“谁能想到，在家门口就能赚到
钱？”作为尖山镇乌石村里最早的一批
农家乐老板，张金杰感慨万千。20 多
年前，乌石村还叫管头村，是十里八乡
有名的穷乡僻壤。因为经济落后，村民
只能到处采挖地下的玄武岩砌墙造石
屋。随意采挖加上过度开垦种植，又进
一步恶化了村庄环境。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要在“山”
“水”上做文章，绝不能走恶性循环的老
路子。村干部痛定思痛，及时转换发展
思路，退耕还林、改善交通，更将当时采
挖乌石的无奈之举变成旅游开发的“点
金之笔”，大力发展农家乐。如今，全村

共有农家乐 190 多家，4200 多张床位，
集体经济已经达到 100 多万元，成为了

“金华农家乐第一村”。
“身心两安，自在磐安。”这些年，磐

安把旅游作为富民强县的战略性产业，
将文旅产业专项扶持资金从每年 800
万元提升至 5000 万元，先后出台三轮
全域旅游扶持政策，以空前的力度为旅
游发展提供支撑。2016 年启动全域旅
游创建后，更是把推进全域旅游列为由
县委书记和县长谋划、共同推动的“一
号工程”。孜孜不倦地灌溉之下，磐安
旅游业全面开花、蓬勃发展，实现了量
与质的双重突破。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文旅+”跑出
了新速度，新业态层出不穷，产业链越
做越长。

阳光明媚的周末，双溪乡西溪畔的
樱花卡丁车游乐场上，5 台卡丁车在跑
道上急速飞驰。在刺激的失重感中，一
周的压力仿佛得到了释放。

把准消费需求的风口，双溪乡不断
引进烧烤露营、漂流、卡丁车、野钓、水
上乐园等新业态，樱花主题公园、金鸡
岩景区、樱之缘农旅综合体等重点项目
招引落地，乡村旅游加速发展、文旅产
业破茧起势。全乡游客接待人数和旅
游综合收入分别从 2017 年的不足 3 万
人次、不到 300 万元，跃升至 2021 年的
超48万人次、近4800万元。

“全域旅游”有力拉动了乡村振兴
和富民增收，正为磐安推进共同富裕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尤其在当下，产业
韧性十足，反哺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
今年 1—10 月份，磐安全县累计接待游
客 234.03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36.74亿元，“磐安山居”品牌擦得更亮；
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三项机制”，
探索乡村农家乐全域发展新模式》入选
金华市第三批共同富裕最佳实践案例；
普惠性、均衡性更强，“共享农屋”、图书
馆等空间资源，炼火、锡雕、竹编等非遗
项目被唤醒，在激活“致富”基因的同
时，也滋养了当地民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

推进全域旅游
让“共富之花”常开长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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