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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兴浙西南文兴浙西南

“如果走一般流程，确实要花点
时间。”6月20日，多迪泰斯保健器材
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忠娒感受到，“企
业家服务日”平台设立后，政府服务
办事效率提高了不少，企业有了更多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
山区县也有“自选动作”。原来，每月
8 日，丽水市青田县都会举办“企业
家服务日”活动，把企业家和县领导

“拉在一起”，面对面沟通。截至 5
月，该活动累计接待 104 家企业，共
办理78条企业诉求。

据悉，今年以来，丽水市委统战
部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三个“一号
工程”，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
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坚持高
水平“走出去”闯天下与高质量“引进
来”强丽水有机统一，努力为全省开
放格局注入新势能。

以“贤”赋能山区发展。丽水市
县乡村四级联动，通过“我与书记面
对面”“寄家书”“走亲戚”等形式，全
市域开展座谈会、茶话会、云端会商、
招商推介等活动，千方百计引贤回
归。

同时，丽水市委统战部深入实施
“新乡贤+产业”“新乡贤+基地”“新
乡贤+公益”等一系列“新乡贤+”行
动，制定出台新乡贤组织星级评价办
法，积极引导广大乡贤参与“红绿金”
融合发展、村庄善治等工作。

今年以来，丽水市深度对接新乡
贤超过 3570 余人次，实现乡贤项目
签约 11 个，达成意向 49 个，合同投
资 54.8 亿元，为“地瓜经济”提能升
级蓄力赋能。

共同富裕，既要城市繁荣，又要

乡村振兴。近年来，丽水市委统战
部大力实施新时代华侨要素回流工
程 ，用 好 用 活“ 问 海 借 力·侨 商 回
家”、海外“双招双引”驿站、“为侨服
务联盟”等平台，举办“智汇丽水”

“侨团周”“云洽谈”等宣传推介活
动，构筑本土企业高水平“走出去”
快车道。

双向聚力，侨助共富促开放提
升。该市还创新成立华侨创业创新
服务中心，依托“地瓜经济”全球经贸
共享平台、世界丽水人大会、世界华
侨进口商品博览会等载体，邀请海外
华人华侨、行业专家、国际友人来丽
投资创业，打造外商投资“高架桥”。
2021 年以来，累计招引落地涉侨项
目54个，总投资达219.3亿元。

在共富路上，如何更好地凝聚
起强大共识和广泛力量？丽水市
委统战部同心聚势，坚持“两个毫
不动摇”，弘扬丽商精神，开展新生
代企业家“浙丽同心·丽商菁英”培
育，以高素质创新型现代化民营经
济人士队伍建设赢得丽水企业“扬
帆出海”先机；进一步完善《亲清政
商交往正反面清单》，开展“春风拂
企 六 个 一 ”助 企 联 企 暖 企 系 列 活
动，持续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 ；深 化“ 护 航 民 营 企 业 发 展 ”行
动，聚焦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技术
研发、外贸市场扩容等痛点堵点，
持续擦亮“企业家服务日”“暖心一
件事”等惠企暖企服务品牌，为民
营 企 业 开 放 发 展 注 入“ 强 心 剂 ”。
今 年 以 来 ，累 计 为 企 业 解 决 难 题
170 余个，惠及企业 700 余家，有效
激活民营企业“扬帆出海”的一池
春水。

同心聚合力 同行共富路
世 丹 刘 宁 朱倩倩

“这里地理位置比较好，就在城
区，小区里还要建综合服务中心，卫生
室、居民议事厅、健身房、商超、养老服
务中心，该有的一样不少⋯⋯”近日，
景宁畲族自治县英川镇粗岭村村民
刘大爷进了城，搬进了栖凤小区，忙
起了城里安置房的装修事宜。

栖凤小区是景宁大搬快聚富民
安居工程安置小区。该小区投资6.8
亿，总面积 194 亩，共有房屋 27 幢
1132 套、幼儿园 1 座 6 个班，可安置
搬迁群众3500人。

“县里分 3 期进行安置，目前一
期安置 788 户 2505 人，已有一半以
上住户在装修，10 多户已经正式入
住。”景宁县大搬快聚办副主任柳卫
香说道。

6月15日，搬迁群众96户287人
完成了抓阄启动建房；可安置2500人
的旭阳小区桩基工程入场；大搬快聚
定点商品房张春小区的C-01、C-09
两块地公告挂牌，1670套公寓年底完
成正负零零建设启动预售⋯⋯

“县里计划 2023—2025 年搬迁
1.5 万人，进一步加快人口聚集。”景
宁是典型的山区县，易地搬迁一直是
县委、县政府的重点工作，经过了“百
村避险”“易地转移”“易地搬迁”“大
搬快治”“大搬快聚”等六轮工程，景
宁先后投入各类资金 35.68 亿元，已
建设完成安置小区 40 个，下达搬迁
农户直接补助资金 7.74 亿元，累计
418 个自然村 10654 户 36500 人完
成搬迁。

人口集聚的同时，产业布局也在
优化。投资 21 亿元的特色产业平台
一期项目开工建设，将为景宁新增工
业用地 2000 亩，新增就业岗位 2 万

多个。紧挨着特色产业平台的景宁
民族创业园，入园实体企业 49 家，投
产 30 家，其中规上企业 4 家，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幼教木玩产业链，稳定就
业1500多人，总产值突破3亿元。

民生幸福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
底色，在人口聚集、产业发展的基础
上，景宁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的长
足进步更是让这种幸福感进一步提
升。教育质量持续上升，小学、初中
学生学业水平测试位居全市前列，县
域基础教育生态监测位列全省 A
等、全市第二，优化调整 8 所小规模
学校，全县 97.5%的中小学生在县城
就读，生均经费从9.9万元下降至2.1
万元，降幅近 80%。同时，坚持借智
登高、借力发展，景宁中学、景宁职业
高级中学等学校分别与杭州第二中
学、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结
成13个帮扶对子。

打造“小县优医”品牌，在持续
深化与浙一医院合作基础上，省中
医院、省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
等开展协作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山区；深化“1+4+N”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片区化改革，县域就
诊率、基层就诊率分别提升至 91%
和 52%，在全市率先实现“共富畲
乡·数智健康”云诊室全覆盖。在服
务“一老一小”方面，景宁扎实推进
养老服务“爱心卡”、儿童之家、普惠
托育 3 个省级试点建设，建成老年医
养综合服务中心；每万名老年人拥
有持证护理员 26 人，提前 3 年达到
省级目标。

据统计，2022年，景宁全县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36877元，比上年增
长6.9%，增速居全省山区26县第二。

人口集聚 跑出畲乡奔富“加速度”
吴卫萍 雷沈英 吴 晔

日前，在 2022 浙江文化和旅游
总评榜颁奖典礼上，丽水文旅共摘得
8 个全省大奖，彰显出丽水文旅实
力，亮出文旅金名片。

2022 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由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旅游协
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指导，浙江日
报、钱江晚报、浙江在线、潮新闻客户
端、浙江老年报、江南游报共同主办，
旨在探索浙江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
先进经验和有效路径，展示文旅人与
时俱进、创新求变的精神，树立行业
标杆，宣传行业典范。全省 11 市共
有 587 个项目参评，经公众投票和专
家评审，结合行业数据，产生最终榜
单。

获评浙江文旅融合十佳县（市、
区）的缙云县，坚持以黄帝文化引领文
旅融合工作，以文旅产业发展赋能共
同富裕，连续 4 年登上全国县域旅游
综合实力百强县，荣获全省唯一中国

民间戏曲文化之乡、全省首批全域旅
游示范县等称号，获评全省首批文旅
产业融合试验区，并获得优秀等次。

拥有优美环境、暖心服务和便捷
医疗条件的康养胜地成为越来越多
银发族的“心头好”。获评浙江省十
佳康养目的地的云和梯田景区、青田

“潮康养”休闲城，成为全省康养旅游
佼佼者。前者充分利用景区的资源
优势和自然条件，通过康养指数平台
实时查询康养指数，依据康养指数选
择合适的康养方式，达到极佳的康养
效果。后者不仅有美食美景，更重要
的是能够感受国际范的休闲康养生
活、时尚的基因跳动、多维度文化体
验，充分满足老年朋友高雅丰富的文
化需求。

获评浙江十佳旅游演艺的《印象
山哈》，是一场洋溢着畲风畲韵的大
型歌舞剧。它讲述了从畲族少年至
青年、恋爱至婚嫁，由序、传师、耕山、

盘歌、礼嫁五部分组成的畲族千年传
说，将历史与内涵完美呈现，将游客
带入穿越千年的畲族时光之旅，感受
民族风情魅力。

获评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组
委会推荐奖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松阳陈家铺村，始终牢记“古老就是
财富”，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和拯救
老屋为切入口，先锋书店、飞茑集民
宿等打卡点皆由传统老屋改建修缮
而成，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去
年，陈家铺村接待游客 30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1900万元。

在此次总评榜评选中，莲都成为
丽水全市最大赢家。古堰画乡大樟
树市集获评浙江文化和旅游十大烟
火市集，鱼跃乡村博物馆获评浙江最
值得去的十佳乡村博物馆，老竹村
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案例获评浙
江“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打造十
佳案例。

文旅融合打开山区发展新路
钟根清 王丽芬

“叮！”日前，松阳县赤寿乡半古
月村巡查员黄年红的手机上收到了

“耕地智保”场景应用的消息，警示该
村某地块有车辆在田间施工。收到
预警后，巡查员根据信息导航至目的
地，现场查看后确认实地为挖机在整
理田埂，准备种植水稻，不存在违法
违规行为，并拍照上传至“耕地智保”
App后台。

这样的案例在丽水并不是个例。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素有“九山
半水半分田”之称的丽水，耕地分布
极为零散，耕地保护工作难度大。为
此，丽水以“田长制”建设为统领，贯
通“耕地智保”应用场景，构建上下贯
通的耕地保护责任体系，并将永农集
中连片整治、垦造耕地、土地综合整
治等重点工作串珠成链，推动形成了

“地有人种、田有人守、责有人担”的
耕地保护新格局。

2022 年 7 月，丽水印发《关于全
面推行“田长制”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的实施意见》，全面建立市、
县、乡、村四级“田长制”责任体系，基
本形成党政同责、各级共抓耕地保护
的工作格局，织密全市耕地保护网
络。

截至今年6月，丽水市共有四级
田长和巡查员队伍5980人，实现“人
田对应”。同时，设立乡级专职人员
227 人，负责处理乡级“田长制”和

“耕地智保”场景应用日常事务，提醒
督促村级田长及巡查员完成巡查任
务和疑似问题核实举证处置等工作。

有了严密的“人防体系”，丽水建
立起耕地账本“智慧体系”，将全市耕
地现状、永久基本农田等耕地数据集
成一张工作底图，用户可以随时查询
数据，提供及时决策依据。通过数字
赋能，丽水充分利用铁塔高位探头、
电子围栏、智能算法等技术资源，应

用省域空间治理2.0平台“耕地智保”
场景，实时监管耕地用途变化。

去年以来，丽水共设立铁塔高
位视频探头 1090 个，实现市域耕地
56%“塔田对应”，再辅以遥感卫片、
无人机巡查等技术，构建全方位的
耕地保护“技防”体系，通过“耕地智
保”应用开展“田长”巡查处置。目
前，丽水共下发 1820 个村的田长和
巡查员巡查任务，完成巡查约 13.6
万人次，闭环处置“两非”问题 695
个 ，全 市 村 级 田 长 巡 查 履 职 率
66.96% ，村 级 巡 查 员 巡 查 履 职 率
80.62%，实现精密联防智控保护好
耕地资源。

不仅如此，丽水严格管控一般耕
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以及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并由耕保、执法、
规划等处室分别牵头加强非农整治，
形成全市系统内部各相关机构“全员
监管”的局面。

数字技防体系织牢耕地“保护网”
周素羽 涂夏丽 张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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