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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一版）2002年，他把县级调研

的第一站选在景宁，并于 2005 年再

次调研景宁，还将景宁作为基层工作

联系点，为景宁找准发展路径、弘扬

民族文化亲自把脉定向，推动研究制

定扶持景宁加快发展的专门政策。

到中央工作后，总书记还多次对景宁

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这些年来，

浙江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落实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民族

团结工作作出的重要部署，确保党中

央关于民族工作的重大方针和部署

安排在浙江落地见效，打造“山海协

作”升级版，支持景宁走山区县高质

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之路，推动景宁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呈现新

气象。

新征程上，在民族地区高质量

发展和共同富裕上先行示范，景宁

大有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记民族团

结是重要基石，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继续弘扬优良传统，促进

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

融；走好特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要立

足自身禀赋，继续发挥生态优势和

民族文化独特优势，积极发展特色

产业；瞄准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的共同目标，要进一步发挥“志不求

易，事不避难”的精神，将感恩之心

化作奋进之力，在民族地区高质量

发展和共同富裕之路上砥砺前行，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畲乡景

宁发展新篇章。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浙江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有着悠久、深厚、光荣的

历史，各民族在之江大地共同团结奋

斗、共促繁荣发展，取得了令人振奋

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给景宁畲族

自治县各族干部群众的回信，必将进

一步激励全省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拥抱在一起，进一步激发民族地

区高质量发展的潜能，努力实现各族

人民携手迈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

代化贡献浙江力量。

积极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积极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40 年来，景宁县在民族团结、

特色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各

族人民生活越过越红火⋯⋯”

“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6月26日

的畲乡景宁——这个全国唯一的畲

族自治县，处处升腾着喜悦与振奋。

近日，景宁县委、县政府代表全县

各族干部群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建县40年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各项

事业取得的成绩，表达感恩奋进、争当

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封回信，在畲

乡大地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

示，一定要深入领会贯彻总书记重要

回信精神，共同团结奋斗、共促繁荣

发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奋力走好山区县高质量发展共

同富裕特色之路，让民族团结之花绚

丽绽放、常开长盛，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谱写畲乡景宁发展新篇章。

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

“一年又比一年好，各族人人得

保障⋯⋯”在景宁传统民族寨——鹤

溪街道双后岗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

回信报道的“畲族歌王”蓝陈启激动

地唱起了山歌。

“景宁能有今天的发展，最要感

谢的就是总书记！”这位年过八旬的

老人，虽然现在耳朵背了，声音也不

再洪亮，却依然清晰地记得，2002 年

11月2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来到家里，她即兴创作了一首畲歌送

给了他。习近平同志把歌词纸张整

齐折好放进了口袋里。那天，在景宁

宾馆召开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

调：“畲乡的特色要充分展现出来，文

化方面还要挖掘一下，肯定还会有更

好、更丰富的东西。”

蓝陈启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

重视，让畲乡文化重焕生机。不久

后，县里启动风情旅游资源大普查，

对畲语、畲歌、畲舞等进行系统整理，

她还成立了工作室。一首首畲歌，成

为将景宁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

的纽带，不仅村民争相来拜师，连省

外、国外的人都找她学艺，最小的徒

弟，只有三四岁，“文化是相通的，畲

歌和背后的传统文化，让我们各民族

群众的心更近了！”

习近平同志一直关心着景宁的

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

先后两次调研景宁，走村庄、访农户、

看茶山、议发展，其后多次作出指示

批示，勉励景宁跟上时代步伐。

“正如当年习书记调研景宁时的

嘱托——‘畲乡风情旅游可以大做文

章’，我们始终聚焦畲族文化，增进民

族团结发展。”县畲族博物馆馆长梅

丽红说，2012年3月中国畲族博物馆

在景宁开放以来，已成为展示民族历

史、体验民俗文化的新地标。接下

来，博物馆将不断丰富馆藏，通过开

展各项活动，更好地普及民族文化。

文化需要传承，更应该成为新时

代的生产力。2024 年以来，好消息

不断传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

布 2024 年第一批“浙江制造”标准培

育计划，景宁县刺绣协会主导起草的

《畲绣》成功入选；省文化基因激活工

程标志性项目培育名单公布，景宁畲

族银饰活化项目又位列其中。

“总书记一次次的关心关怀，尤

其是这次回信中提到的‘各族人民生

活越过越红火’，让全县各族人民对

未来美好生活期待更高、动力更足。”

县民宗局局长蓝海宽说，脱贫、全面

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景

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促进各民

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近 5

年来，景宁投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

展资金1.34亿元，以推动特色产业创

新发展，从而助力各民族一道迈向共

同富裕的美好生活。接下来，县里将

聚焦文化强县战略目标，深入打造民

族文化特色产业，不断丰富民族文化

内涵，努力增强文化“造血”功能。

发挥好最大的特色

看到总书记回信中希望景宁“发

挥独特优势”，澄照乡三石村老支书

陈初南激动地跑上山，来到惠明茶基

地——这片总书记牵挂的茶地。

因为生态有机无污染，今年以

来，三石村茶叶产值已达 4823 万元，

带动人均增收2.73万元。

2002 年到景宁调研时，习近平

同志有感而发：“畲族自治县全国只

有一个，是景宁最大的特色，也是丽

水很重要的特色。”他说：“畲族的特

色、山区的特点、后发的特征，这‘三

特’都是你们的优势，有的是现实优

势、有的是潜在优势。”

“总书记当年指引着我们挖掘优

势，叮嘱我们要‘好好发展这个生态

产业’，让我们走上了发展快车道，惠

明茶成了‘惠民茶’。今后，我们还要

按照总书记的嘱托干下去，走生态绿

色可持续发展道路。”陈初南说。

村民雷丹是 90 后，从小就听老

一辈讲村庄发展故事，对习近平同志

考察景宁时提出的“茶文化博大精

深，茶业经济的潜力是很大的”“这个

品牌要打大一点，响一点”等话语耳

熟能详，大学毕业后，他回乡投身惠

明茶产业。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更加坚信，

发挥好生态这个景宁的最大优势，我

们一定大有可为。”雷丹说，总书记在

青海、宁夏考察时强调，要深入思考

如何才能在竞争中持续发展。品牌

塑造需要久久为功，“我们会以此为

方向目标，打响惠明茶品牌，让特色

优势更明显。”

点“绿”成金，是景宁俯拾皆是的

故事。“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我们工作

最好的肯定。”大均乡乡长詹惠淇说，

因为连绵的茶田和独特的山哈文化，

大均乡成为外地游客打卡景宁的网

红点，成为畲乡文化展示的一扇窗，

“我们会继续打好生态、民族两张特

色牌，壮大生态旅游，让景宁的金名

片名声更响、传播更远。”

如今，景宁立足自身独特优势，

创成 5A 级景区城，跻身全国县域旅

游综合实力百强县，特色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总书记的回信，让县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吴文伟深感使

命在肩，“我们正通过举办文旅推介

会，全方位展现乡村新面貌，向全国

朋友发出邀约。要充分挖掘山区特

色生态资源和畲族特色文化，促进旅

游业、特色产业、生态农业多点开花，

使乡村焕发新活力。”

持续走在全国民
族自治县前列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畲

乡景宁发展新篇章。”这是总书记在

回信中对景宁的新期待。对畲乡广

大干部群众而言，这句深情的嘱托更

是一以贯之的行动：持续走在全国民

族自治县（旗）前列。

“总书记对景宁的关心一以贯

之，我们一定要不负嘱托，不辱使

命。”回望景宁畲族自治县建县 40 周

年 变 迁 ，县 长 蓝 景 芬 感 慨 不 已 ，

“2023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

突破百亿元关口。高质量发展是新

时代的硬道理，今天的景宁，正如畲

族的图腾凤凰，实现了涅槃重生。

接下来，我们将以更加坚定的进取

精神感恩奋进，奋力让景宁这只金

凤凰展翅翱翔。”

这些年来，景宁促进人口和产

业集聚，发展竹木加工、精密制造等

生态工业，走出特色发展之路。县

发改局局长张伟说，总书记回信中

的殷切希望，让全县干部群众倍感

振奋，接下来，当地还要做好“专精

特新”企业培育，补链延链、创新重

点领域产业，引领山乡实现“生态保

护好、城市换新颜”的良性循环，“我

们要持续走在全国民族自治县前

列，不辜负总书记对景宁高质量发

展的信任和期待。”

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让

百 姓 过 上 更 好 的 生 活 ，实 现 共 同

富裕。

“党的政策好，我们的日子越过

越好！”双后岗村村民雷伟芬听到

总书记回信的消息，由衷地说道。他

们一家 20 多年前挤在 10 平方米老

屋中，靠种香菇糊口，条件艰苦。现

在雷伟芬经营小超市，丈夫在县城做

装修，夫妻俩年收入 20 余万元，搬进

了3层小洋房。

2005 年 ，时 任 浙 江 省 委 书 记

习近平来到景宁勘察一处地质灾害

点。“习书记叮嘱我们，景宁地质灾害

点较多，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解决

这一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大事上，必须高度重视、统筹考虑。

这为我们推动工作指明了方向。”千

峡湖景宁县保护与开发管理中心副

主任柳卫香说，景宁九山半水半分

田，地质灾害易发区面积曾占县域

90%以上。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

同志多次强调，加快推进城乡一体

化，实行“内聚外迁”，实行“小县大城

关”“小乡大集镇”。过去这些年，

4.17 万名群众搬离高山远山，一个新

景宁显露在群山之间——县城为核，

外舍新区、澄照副城双星闪耀，周边

镇村串珠成链，山区县发展路径得以

拓宽。

关心一如既往，理念一脉相承，

嘱托一以贯之。

今天，从省级帮扶举措，到绿

色发展之路；从民族文化保护，到

推进“小县大城”，景宁的发展都是

按照习近平同志当年的思路，一件

件落实，一步步深化，一项项取得

成效。

总书记的这封回信，激励畲乡儿

女向着新目标再出发：团结在一起，

让生活越过越红火，积极推进民族地

区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给景宁畲族自治县各族干部群众回信，在畲乡大地引起热烈反响——

团结在一起，让生活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钱 祎 周林怡 叶锦霞 通讯员 朱亮羽 徐丽雅

6月26日晚，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各族干部群众欢聚在一起收看新闻联播。 本报记者 林云龙 徐彦 共享联盟·景宁 任周庆 摄

6月26日晚，景宁畲族自治县双后岗村初心讲堂，人们正收看央视总台新闻联播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给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各族干部群众回信的报道。
本报记者 徐彦 林云龙 摄

6月26日晚，景宁畲族自治县双后岗村初心讲堂，人们正收看央视总台新闻联播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给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各族干部群众回信的报道。
本报记者 徐彦 林云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