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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狮舞闹元宵”文化踩街活动

日前，在丽景民族工业园，总投资 120
亿元的富乐德半导体项目厂房结顶。该项
目年产抛光片将达360万片，预计年产值22
亿元，上缴税收 2 亿元，将实现景宁首个百
亿级单体产业项目零的突破，为景宁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景宁针对二产较弱短板，把精
密制造作为主导产业，招引了 26 个大项目
落户。2023 年，景宁第二产业增加值达
28.83亿元，占GDP比重提升到23.2%，新的
经济增量助力全县经济总量首超百亿元。

大道如砥，奋进如歌。40 年来，景宁始
终聚焦加快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断激发经
济发展的潜力与活力，着力调结构、转方式，
强基础、增后劲，经济实现新跨越、综合实力
迈上新台阶。

一组组数据，让景宁40年“成就故事”更
有说服力：自治县成立之初，全县生产总值仅
5193万元，超过9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
民人均纯收入仅148元，财政收入仅254万元；
2023 年全县生产总值历史性突破百亿元关
口、达到102.82亿元，较1984年增长25.7倍。

40 年来，景宁生态工业从无到有、跌宕
沉浮，逐步迈向新型工业化。自治县成立之
初，景宁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工业总产值仅
1383 万元。2022 年以来，景宁强力推动工
业振兴发展，以竹木加工、精密制造、畲医药
为三大主导产业，先后招引落地沪特精密、
富乐德半导体、中国畲药谷等重大项目，全

县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30 亿元；已基本形
成景宁民族创业园、丽景民族工业园县内外
两大园区联动发展格局，全县工业用地达到
4540 亩，景宁民族创业园、丽景民族工业园
规上工业产值分别突破 4.5 亿元、22 亿元，
园区工业占全县比重超80%。

40 年来，尤其是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20年来，景宁立足山区资源、生态优势，不断
整合要素，推进农业发展模式转变，打响“景
宁 600”品牌，做强惠明茶主导产业，生态农
业从散到精、集约发展，逐步迈向现代化精
品农业。2023 年农业总产值突破 12.19 亿
元，农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20 年创成省
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

40 年来，景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立足民族和生态优势，紧跟
时代发展潮流，推动风情旅游、观光旅游、康
养度假深度融合、齐头并进，风情旅游由点
及面、从弱到强，逐步迈向全域旅游。沿着
嘱托指引的方向，景宁不断增强民族风情旅
游的魅力，旅游品牌持续打响，让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双双成为群众的“致富经”。
2023年实现旅游收入27.1亿元。

40 年来，景宁深入挖掘文化价值，推进
文化基因解码，不断讲好浙西南革命故事，
让浙西南革命精神传播得更广更好。创编
完成民族歌剧《畲山黎明》，以平凡人物来描
绘不凡的红色时代印记，荣获第六届全国少
数民族文艺会演“优秀剧目奖”“艺术表演
奖”2项国家级奖项和2023年全省精神文明

“五个一工程”奖。
2022 年，景宁紧抓省委省政府支持走

山区县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之路的历
史机遇，聚焦特色，打造样板，驶入了新一轮
大发展的“快车道”。

现在的景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跨
越赶超的底气，将全力攻项目、抓招引，奋力
强产业、拼经济，始终以不甘落后的决心推
动景宁发展铿锵前行，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景宁实践”。

进位赶超 蓄势赋能

景宁：栉风沐雨四十载 砥砺前行再出发
叶 子 徐丽雅 雷沈英 李俊新

1984与2024，两个铭刻史册的数字之间,串起了一条长长的金色轨迹。

丽水景宁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置县，后几经撤并。1984年，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景宁畲族自治县，这是全

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和华东地区唯一的民族自治县。自此，这座在浙闽交界处的山区小县拉开了华丽蝶变的恢宏序幕。

40载开拓进取，景宁全县上下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不断汇聚起跨越赶超的磅礴伟力，以成熟自信的脚步向前迈进，

奋力奏出“生态好、产业优、城乡美、文旅兴、百姓富”激越昂扬的乐曲。

岁月不居，四十不惑；幸福安康，景秀人宁。40 年奋进路上，景宁实现了从贫穷落后迈向全面小康、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的历史性跨

越；展望未来发展，无数梦想在此拔节生长，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和力量。

空中俯瞰景宁，青山绿水相依，一片静
谧。

行走乡村山野，处处皆景，风光无限。
景宁县内居住着汉、畲、苗、满、回、藏等

20多个民族，做好民族工作意义重大。景宁
各族人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紧紧围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推动各民族形
成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广泛促进交往交流交
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和谐发展。

景宁相继出台《中共景宁畲族自治县
委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三年行动方案》等，强化宣传教育，上下协
同、共谋发展，精心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

景宁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积极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
传教育阵地，促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外延
更广泛、内涵更丰富，不断唱响民族团结主
旋律，培育了景宁法院“石榴红普法讲师团”
等 10 余支宣讲、志愿服务队伍，打造双后岗

“循迹溯源”教学基地等 20 余个“石榴红”品
牌阵地，举办浙西南“石榴红”科普研讨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和专题
宣讲等主题活动，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
心，营造全社会广泛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良好氛围。

景宁有力促进各族群众共建共治共享。

以“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为抓手，打造互
嵌式居住小区 18 个，通过完善机制、氛围营
造、文化交流、举办活动等多样化方式，引导
各族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基层治理；注重民生
保障，在教育上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优质发
展，在医疗上搭建起“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
的城乡联合诊断平台和远程教学平台，让各
族群众平等享受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为建设
互嵌共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汇聚社会合力。

景宁有力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努力做到以文化建设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搭建“民族+文创系列”“非遗+旅游”
等平台，做精文化产业培育与发展，推动民
族手工业融合创新试点培育，打造省级非遗
传承教学基地 2 个，省级生产性保护基地 2
个，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创新发展
畲族文化，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
自信。构建“民族节庆系列”“忠勇文化艺术
汇演”等文化展示平台，以区域性文旅发展
为契机，与桐庐、平阳等县（市、区）、上海静
安区等长三角地区及新疆新和等地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跨区域联创共建，构建各族群众
情感交融的有效载体。

水乳交融，情深意笃。40 年来，一系列
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民族团结创建举措推
动全县各族群众相互学习、相互欣赏、相互
借鉴，情谊越来越深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稳固。

民族团结 一路生花

景宁率先在丽水市创成浙江省AAAAA级景区城景宁率先在丽水市创成浙江省AAAAA级景区城

外舍新城外舍新城

((本版图片由景宁县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景宁县委宣传部提供））

集篮球馆、足球场、网球场等设施于一体的
景宁体育公园

天蓝地绿，水清村美；新风扑面，气象万千。四月的
景宁，像一幅泼墨的画、一首抒情的诗、一曲动听的歌。
行走在景宁县城乡间，一排排整齐的房屋美观气派，房前
屋后绿树成荫，宽阔的柏油路干净整洁，别致的庭院鲜花
怒放⋯⋯在这里，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的新景象已然呈现。

40年来，景宁始终坚持城乡一体、协同发展，逐步探索
走出了一条具有民族和山区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先后实施景宁外舍防护工程、丽水产业集聚区生态产业低
丘缓坡开发项目等工程，逐步拉开城市框架，形成“一新一
老一副城一环”的中心城市发展框架，县城面积从 1984 年
的 0.43 平方公里拓展到 10 平方公里。通过三月三广场、
山哈大剧院、江滨景观带、寨山桥改扩建、千熙桥等一系列
项目建设和基础设施提升，打造靓丽新城、优化鹤溪老城、
提升澄照副城，实现山城美丽蝶变。

40 年来，除了城市功能日益完善，景宁的人居环境也
在不断优化。景宁各乡镇、街道多点“开花”，持续开展“三
改一拆”“四边三化”“厕所革命”“垃圾革命”、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美丽乡村示范县创建、美丽城镇建设、景区城创
建等工作，“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推动乡村环境从洁化、硬
化、美化、景区化步步升级，城乡变化日新月异。

要致富，先修路。交通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先行官”。40年来，景宁以大手笔规划、大资金投入、大力
度建设，交通事业迎来全面发展，到2023年末，全县公路通
车总里程达到1908公里，较1984年增长了4.85倍，G322、
G618、G235 三条国道相继开工建设，先后开通云景高速、
景文高速，高速公路运营里程达 38.48 公里，积极争取通用
机场、高速铁路，致力水陆空一体综合交通网打造。

变化，每日发生；幸福，油然而生。
40 年来，景宁不断加大民生事业投入，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持续在就业、社会保障、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发
力，推动县域公共服务从基础供给向优质共享迈进，以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城镇居民收入从 803 元增长到 49767 元，年均增长
11.2%；农村居民收入从 148 元增长到 28100 元，年均增长
14.4%。

景宁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生逐渐从“有学上”转变为
“上好学”，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普高教育工作
成功跻身丽水前列，景宁中学成为山区县“低进高出”的

“县中崛起”模范，小规模学校优化调整实践经验在全省推
广。卫生事业加快发展，景宁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进入
快车道，县域就诊率达 91.88%、基层就诊率达 52.89%，全
县人均期望寿命达 80.65 岁。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景
宁坚持以人为本，致力于加快建立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
系，扎实推进就业、养老、社会救助和优抚等各方面民生工
作，实现城乡基本养老服务的均衡覆盖，景宁全县各族人
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如今，景宁正勾勒出一幅生活宜居、环境优越、功能完
善的小城新图景。

风正时济，自当破浪扬帆。这 40 年，是从量变到质变
的飞越，用一串串上升的数据写在景宁历史的记录页上，
用高质量发展的主色描绘在景宁新时代画卷的长轴上。

任重道远，还需策马扬鞭。如今的景宁，已经站在一
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以昂扬的新姿态朝着建设幸福美好
新景宁、开创富民强县新局面的目标阔步前进。

40年，对景宁来说，正值青春。岁月为证，未来可期。

城市蝶变 幸福“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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