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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山海经”奏响“协作曲”架起“山海桥”同筑“共富路”

宁波：携手二十年 描绘“山海协作”新画卷
严 佳 季达杰 范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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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山海相依。“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自然条件，曾让浙江不同地区之间横亘着一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沟壑，浙江将之总结为“山海”

差距。以山区26县为代表的“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与“海”的双向奔赴，成为发展路上的重要挑战。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浙江山海协作工程已持续实施 20 周年，为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这项工作中，宁波肩负重

任，牵手丽水、衢州、温州 14 个县（开发区）。到目前，省里连续考核 20 次，宁波年年优秀。结缘 20 周年，为了高质量发展建设浙江共同富裕

示范区，“山海协作”持续迭代升级，宁波与这些地区共同书写的一部新时代“山海经”正徐徐展开⋯⋯

红色潮涌，青枝绿叶。去年，宁
波市与丽水市（浙西南革命老区）结
对，通过山海协作工程，一个个地处
偏远的红色乡村、革命老区与宁波
携手唱响了“山海之歌”，找到了缩
小差距的密码。

作 为 丽 水 当 地 有 名 的 革 命 老
区，隐匿于青山绿水间的丽新畲族
乡马村村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积
淀。1928 年 5 月，马村村在赖家古
宅成立了党支部，是丽水莲都区最
早的三个党支部之一。优美的自
然风景、独特的文化底蕴、鲜红的
革 命 底 色 ，为 发 展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也使马村村被列入宁波—丽水
山海协作乡村振兴示范点。经过
规划设计，一个总投资超 1000 万元
的马村振兴计划开始实施。目前，
村入口节点、村滨水公园、滨水游

步道、古环村绿道等基础设施已完
成建设。

“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赚到
钱，真好！”在村“共富工坊”内干活
的张大妈开心地说。乡党委发挥山
海协作优势，积极引导新乡贤回乡
创业，投资 30 余万元在马村村建立

“共富工坊”服务站，并建立以来料
加工为主的“共富工坊”6 个，2022
年共计招收工人 130 余人，给村民带
来工资性收入190余万元。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步入
新时代，“山”与“海”的手必将越握
越紧。实施新时代山海协作行动，
是实现山海互济、共同富裕的有效
路径，宁波不断聚焦“山”的特色与

“海”的优势，聚力打造“山海协作工
程”升级版，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协
调发展。

红绿融合，山海奔共富

丽水甬莲智能制造产业园

山海协作，题中之义就是实现区域协调
发展。这是一个大课题，宁波用产业合作来
回答。

数据最有说服力，2002 年以来，宁波市
与对口地区达成产业合作项目1754个，实到
资金1125.9亿元。真金白银投入，精准到达
特色生态工业、特色种植养殖业、高效生态农
业、文旅教育产业、产业基金等领域，有效帮
助对口地区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

在松阳怡智文教用品有限公司厂区，一
排排崭新厂房映入眼帘，工人正在紧张施工，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松阳怡智文教用品有
限公司是松阳—余姚山海协作产业园在2021
年从宁波引进的项目，初期投资1.5亿元。

在松阳—余姚山海协作产业园，像怡智
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产业园规划总面积
7.1 平方公里，余姚出资 1 亿元作为启动资
金。如今，园区实现了路通、上水通等“七通

三平”，成为丽水地区供地条件最优质、土地
储备最丰富的园区。目前，产业园内入驻企
业65家，其中规上企业18家，各类在建项目
23个。去年，产业园实现规上企业工业总产
值46.77亿元，工业增加值9.15亿元，实现税
收收入2.06亿元，带动就业4000余人。

先发地区牵手欠发达地区，纵观山海互
济这场“大戏”，宁波把产业合作打造成了一
块“金招牌”。以产业梯度转移、产业培育和
资源要素配套为主线，宁波蹚出了一条与丽
水、衢州互动式“造血型”双赢发展的新路
子。

新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区
域协调发展。宁波余姚企业江丰电子，是集
成电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山海协作工
程，在丽水投资 10 亿元，建设集成电路制造
设备用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预计可实现
年产值15亿元，实现税收1.1亿元。

产业，培育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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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是指在行政上互不隶属的两个
及以上地区，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在特定区
域合作建设开发各种产业园区。

前不久，位于宁波市的企业“易田精工”
搬进了新厂房。从老厂房到新厂房，搬迁路
不过5公里，却是一次跨越300多公里的“牵
手”。原来，新厂房虽然地处宁波，但这块地
却是宁波市鄞州区和衢州市衢江区共有。

这个“共有”，正是浙江实施的“产业飞
地”模式。为了促进山区 26 县的发展，浙江
要求“山海协作”中作为“海”的一方必须拿
出一块区位较好的土地作为山区的“飞地”，
双方共同运营共同获益。易田精工新厂房
所在地，正是鄞州区和衢江区 1501 亩“产业
飞地”的一部分。

这家从事高端装备制造的企业，成立 5
年来，一直租用着一片不大的厂房。随着订
单量不断增加，扩大生产规模也变得越来越
迫切，但在宁波地区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土
地与厂房，企业的困境在 2019 年终于迎来
了转机。

当时，宁波鄞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作
人员来到企业，向企业推介“飞地”政策。按
照“产业飞地”的政策，由宁波鄞州提供用
地，衢州衢江提供用地指标，双方共同出资1
亿元注册成立合资公司，负责“飞地”运营，
其中鄞州方投资占股49%、衢江方投资占股
51%。落地项目企业正常运营后，双方还将
按约定比例对税收进行再分配，其中鄞州得
35%、衢江得 65%，收益再次向衢江方倾
斜。有了这块产业飞地，让工业发达、土地
供应又紧张的宁波，可以留住企业，而衢江
区增加了税收收入。

截至目前，宁波一批“产业飞地”累计入
驻新材料、高端智能装备等项目 19 个，总投
资超过 50 亿元。一批“科创飞地”全部启动
运营，入驻企业24家，引进项目29个。

一片“飞地”，一体发展天地宽。发达地
区的产业、资金、科技和市场，与偏远山区的
特色、资源、优势产业相嫁接，以产业、科创、
消薄为主导内容的“飞地”应运而生，让区域
差距进一步缩小，“飞地”飞出了奇迹。

飞地，一体发展天地宽

堤岸旁整齐的棕榈树，细长的
沙滩在阳光映射下散发出金色光
芒 。 明 明 是 大 山 里 的 村 庄 ，却 让
外 来 游 客 错 生 一 种 身 处 海 岛 之
感。

每逢周末，这个山中能看湖挖
沙的村庄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丽水
市云和县石塘镇长汀村村委会主
任徐宇军家的民宿又爆满了，他倚
在门口发出感叹：“现在的生活真
好！”

谁也不会想到，2014 年前长汀
村还是一个村集体经济年年在县
里垫底的“空壳村”。当时的长汀
村 被 云 和 湖 环 绕 ，出 行 只 能 靠 摆
渡。“好山好水养在深闺无人识，关
键是路不通。这是当时村干部的
共识，但就是苦于没有资金扶持。”
徐宇军回忆。

好在 2014 年长汀村迎来了属
于它的发展契机，村里修建了长汀
桥，建桥资金中有来自宁波市北仑
区政府“山海协作”的首笔 10 万元
帮扶资金。“空壳村”的蝶变，正是
从一座桥开始的。

2015 年年底，村里利用高山湖
泊的景观优势，引入海滨沙滩的元
素。长汀村变得有名了，但没过几
年他们又有了新烦恼：因为旅游项
目单一，对游客渐渐失去吸引力，
长汀村的游客逐渐减少，网红村遇
到了发展瓶颈。

2021 年，宁波市北仑区山海协

作干部袁波到云和县挂职，徐宇军
就试着把困惑同他说了说，两人从
村头走到村尾，一遍看下来袁波一
眼就看出问题所在：“长汀村仅有
沙滩，项目太单调。”

不久后，一个为长汀村量身定
制的改造方案出炉。3D 彩绘、人
工喊泉、花间倩影、芭蕉迎宾⋯⋯
全新打造的“长汀十二景”为长汀
村增添了几分新鲜与别致。

全 新 面 貌 的 长 汀 村 再 次 迎 来
旅游高潮。让徐宇军高兴的是，除
了 新 建 的 十 二 景 ，村 里 的 青 石 板
路、观光廊桥、大源口古道、沙滩木
栈道等项目都是在北仑区的帮助
下建好的。现在走进长汀村的游
客，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长汀村
更美了！”

山海协作，激活的正是乡村振
兴的共富“因子”。宁波通过规划
引领、项目示范带动，携手对口地
区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因地制
宜，通过帮扶项目的实施，支持丽
水、衢州地区特色产业，积极拓宽
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当地特色农旅
融合发展，直接带动低收入农户增
收。

20 年 ，宁 波 共 落 实 援 建 资 金
4.22 亿元，援建项目 973 个，支持对
口地区农村特色种植养殖业、来料
加工业、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等特色
产业，带动村和低收入农户实现增
收。

乡村振兴，书写“山海情”

北仑—云和北仑—云和““产业飞地产业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