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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景宁畲族自治县建县40周年。6月2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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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景宁建县40周年表示热烈祝

贺，对景宁发展提出殷切希望。走过40年，景宁如

何一以贯之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走好

山区县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之路？迈向新征

程，景宁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发展新篇

章？本报记者对话景宁畲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翁志鸿。

问：2024年是景宁畲族自治县建县40周年，景

宁如何一以贯之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

托，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答：这些年来，景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

托，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四轮帮扶政策，以“志不求

易、事不避难”的奋斗之态，从国家重点贫困县跻

身全国 120个民族自治县（旗）前列：2023年，全县

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突破百亿元，人均 GDP 达

93052 元，分别是设县时的 198 倍、293 倍；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4.98 万元、2.81 万元，分

别是设县时的 62 倍、190 倍；人均 GDP、农民收入

水平位居全国120个自治县（旗）前列。

景宁始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

工作的主线，创成全国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

全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县。2019年，景

宁县委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为景宁颁奖。2024年，景宁圆满办成自

治县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国家民委祝贺团高度赞

誉景宁，“没想到‘三交’氛围这么浓，没想到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么强，没想到公共服务这么好”。

立足生态格局，景宁加快打造生态产业体

系。推动“惠明茶”产业实现扩面提质，种植面积

扩大到 7.6 万亩，产值达 6.7 亿元；引进娃哈哈、飞

科电器等一批知名龙头企业，创成全省首批省 5A

级景区城。重大项目集聚动能，建成云景高速、景

文高速等交通大动脉，落地富乐德半导体、抽水蓄

能电站等百亿级项目。不断擦亮生态底色，五夺

五水共治“大禹鼎”并两获银鼎，生态环境状况指

数连续10年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领先。

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景宁全力写好普

惠均衡的民生答卷。景宁优化山区公共服务，率

先开展全省山区县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公

共服务“七优享”2023 年获全省 A 等，教育公众满

意度全省第三，人均预期寿命增长至 80.54 岁，捧

回了省首批二星平安金鼎，勇夺安全发展铜鼎，安

全稳定群众满意度居全省前列。

问：景宁作为浙江省山区 26 县之一，又是民族

地区，如何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破解发展之困，走好共

同富裕特色之路？

答：作为山区和民族地区，景宁运用好“八八

战略”蕴含的优势论和方法论，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挥生态和民族独特优

势，全力破解发展之困，蹚出一条山区县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之路。

走好这条路的关键是要破除山区“难在山上、困在路上、弱在散上”的

共性问题。如何破？景宁的解题方案是新型城镇化、产业生态化、公共服

务一体化的路径探索。

山区发展，关键要聚。景宁集聚“人”，明确县城集聚 80%以上的人

口、产业、公共服务的目标，先后实施了七轮搬迁工程，全县 4.17 万人搬

出大山、下山奔富，县城常住人口占县域比重也从 1984 年的不足 10%提

升到如今的 74%。做大“城”，深入实施“小县大城”战略，城区面积从自

治县设立之初的不足0.43平方公里拓展至10平方公里。畅通“路”，云景

高速、景文高速顺利通车，638国道、235国道、322国道景宁段加快推进，

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908.01公里，较1984年增长了4.85倍。

绿水青山，是景宁发展的引力。景宁围绕生态做文章，走生态绿色可

持续发展道路，护好绿水青山“金饭碗”。景宁发挥独特优势，以项目引领

推动精品农业提质，以标志性项目带动畲乡特色文旅出圈，积极推进民族

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2023年，景宁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一举突破

百亿元新关口，达 102.8 亿元，经济发展站上了新台阶，上榜 2023 年全国

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景宁“小县优教”出新出彩。山区小规模学

校优化调整工作作为经验在全省推广，全县 98%的中小学生在县城就

读，教育基础生态监测全省第一，高考总录取率和本科录取率位列全市第

一。“小县优医”样板加快打造，“家庭签约医生”“智慧巡诊车”等“固定+

流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日益完善，县域就诊率提升至 91%以上，“健康

浙江”考核“五连优”。

问：新征程上，作为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

族自治县，景宁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

步凝聚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

答：新征程上，景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以全国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试点为载体，在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畲乡景宁发展新篇章。

在深入推进落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过程中，景宁深学细研新时代

党的民族理论，编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民族地

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景宁探索》白皮书，打造双后岗民族村等3个省级

循迹溯源现场教学示范点，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示范单位等

12个，培育“之江同心·石榴红”系列阵地34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40 年来，景宁深入挖掘文化

价值，多种创新形式传承畲族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基因解码。县里连续举

办 16 届“中国畲乡三月三”活动，创编完成的大型原创民族歌剧《畲山黎

明》，在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优秀作品奖。高

标准建成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山哈大剧院，获评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

设示范县，以文化力量构筑民族团结“精神高地”。

景宁也加大开展与友好合作地区、企业及西部地区结对县等合作交

流，携手打造跨省域的民族交融示范样板，成功打造省级民族团结进步重

点培育单位 13 家，搭建起“中国好畲系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

艺晚会”“畲族服饰设计展演”等传承发展主平台，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开启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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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丽水

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各族干部群众回

信，肯定景宁 40 年发展取得可喜成

绩，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

写 畲 乡 景 宁 发 展 新 篇 章 ”的 殷 切

希望。

1984 年 6 月 30 日，经国务院批

准，景宁畲族自治县正式设立，成为

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

2002年和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两次到景宁调研，其后，

他多次作出指示批示，勉励景宁跟上

时代步伐。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40年来，这

个地处浙南大山深处的小县，走出了

一条民族团结进步、经济繁荣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的特色发展之路。从

设县时的国家重点贫困县跻身全国

120 个民族自治县（旗）前列。2023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迈上百亿元台

阶，达到102.8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4.98 万元、2.81 万

元，是设县时的62倍、190倍，城乡居

民收入比缩小至 1.77，所有行政村集

体经济年总收入超过30万元⋯⋯

青山依旧，山歌悠扬。

畲乡故事，越讲越精彩

形似凤凰的路灯，“身披”畲族彩

带的建筑，身着畲族服饰的行人⋯⋯

漫步在景宁县城，仿佛走进一座没有

围墙的民族博物馆。

畲族自治县全国只有一个，是景

宁最大的特色。

2002 年 11 月 25 日，刚到浙江工

作不久，习近平同志到景宁调研。他谆

谆嘱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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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畲乡三月三”活动期间，天

南海北的游客涌入景宁县城，与畲乡

群众一道，唱一曲畲族山歌，品一道

畲家美食，开启一年一度的欢乐盛

事。畲族传统节日“三月三”，已成为

景宁一张文化金名片。

“我们一直在深入挖掘文化价

值，持续打响文化品牌，不断讲好‘畲

乡故事’。”景宁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设立了民

族文化发展基金，制定了《景宁畲族

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等规

章制度，推动民族歌舞、服饰、语言、

习俗等的保护传承。

时光流转，“中国畲乡三月三”等

文旅活动、“畲家飘歌”等文化品牌、

《畲秀·千年山哈》等民族歌剧、山哈

大剧院等地标建筑已“走出”大山，让

景宁文化知名度、吸引力持续增强。

从景宁县城往西约 12 公里，远

远就能看到一个古朴的塔楼，写着

“中国畲乡之窗”6个大字。这里是大

均乡大均村，曾以“脏散乱臭”出名，

缺乏像样的产业，村民纷纷外出务

工。但如今的大均，山清水秀，建筑

古色古香，畲族婚嫁演出等活动精彩

纷呈，成为远近有名的“畲风寨”。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村民周仁

建与妻子蓝爱兰 2000 年回家乡创

业，在大均古街开了一家卖畲族绿曲

酒的酒坊，生意越来越好。

今天的景宁，民族团结之花越开

越鲜艳。全县民族村集体年经营性

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占比 53%，15 万

元以下的全面消除。

景宁西南方大山里，一个总投资

92 亿元的项目正火热施工——景宁

抽水蓄能电站，县史上最大的单体项

目。“这类重大项目含金量高、落地性

强，优先布局落地景宁，帮助景宁扬

优势、补短板，助力我们探索高质量

发展共同富裕特色之路。”景宁县发

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40年来，特别是“八八战略”实施

以来，浙江集全省之力支持景宁发

展。2008 年 5 月，浙委 53 号文件出

台，开启浙江专为一个县制定政策的

先河。2012年，浙委115号文件出台，

加大支持力度。2018年，省政府专题

会议明确，支持景宁加快发展。2022

年，省委、省政府决定：以景宁为样本，

量身定制扶持政策，支持景宁走山区

县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之路。

景宁的结对伙伴不断增加，“山

海协作”从鄞州拓展到现在的温岭、

海盐、上虞、宁海四地；协作方式从

“问海借力”变“优势互补”，从“异地

开发”升级为“产业链深度合作”⋯⋯

畲乡驶入大发展“快车道”。

特色之路，越走越宽阔

盛夏的景宁，满眼都是绿色。

绿 水 青 山 间 有 一 条 无 形 的

线 ——海拔 600米等高线。曾经，它

意味着山高路远发展难，现在却成为

生态好、品质优的标记。

近年来，景宁构建以惠明茶为主

导，高山果蔬、中药材为优势的“景宁

600”农业产业体系，生态农业从“散

装”向“精装”转身。全县已建成“景

宁 600”生态示范基地 12.95 万亩，开

发农产品七大类 120 款，累计销售额

超 42.12 亿元。惠明茶成了“惠民

茶”，年产值达 6.74 亿元，4 万名茶农

实现稳定增收。

习近平同志为景宁发展把脉定

向时指出：“景宁一定要走生态绿色

可持续发展道路。”

多年来，景宁立足“茶乡竹海”等

优势，生态农业从散到精，生态工业

从无到有，风情旅游由点及面，创新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阔。

立夏已过，地处丽水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丽景民族工业园，热潮涌动。

园区重点发展半导体、精密制造等高

端新兴产业，引入了飞科电器、娃哈

哈等知名企业的新项目。这块 4 平

方公里的“飞地”，已是景宁工业新的

增长极。总投资 120 亿元的富乐德

半导体项目，实现景宁百亿级单体产

业项目“零的突破”。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设县之

初，景宁工业基础薄弱，工业总产值仅

1351万元，且以钢铁厂等国营企业为

主。40年来，景宁民营工业发展迅速，

形成了电力、阀门、食品等近 20 个行

业。2022 年，县里明确了竹木加工、

精密制造、畲医药大健康三大主导产

业，先后招引落地沪特精密、“中国畲

药谷”等重大项目，去年规上工业产值

首次突破30亿元，达32.72亿元。

“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溪水，让人

就像走在云端、游在山野。”这是很多

人初到景宁的印象。40年来，景宁始

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 10 年位列全

省前十；2023 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100%，森林覆盖率达81.45%。

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探

索，更让景宁打开发展“新通道”，“穷

在山上、苦在路上”成为过去，好山好

水“卖出”好价钱。发布全国首个乡

级 GEP 核算报告的大均乡，利用优

质生态资源发展水域救援、旅游、民

宿、农家乐等业态，带动农民增收

5000余万元。

立足民族和生态优势，推动风情

旅游、观光旅游、康养度假深度融合，

景宁旅游由点及面、从弱到强，迈向

全 域 旅 游 ，2023 年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27.1亿元。

高山崖间，一座废弃矿厂，摇身

一变成为悬崖上的“那云·天空之

城”。这一投资 15 亿元的景宁重大

文旅项目，2022 年开业至今，接待游

客 20 余万人次，营业收入超 1 亿元，

成为蜚声长三角的旅游新地标。

小城生活，越过越红火

四根立柱、双重飞檐顶，为纪念

景宁建县而建的“团结门”，曾是县城

北大门、城与乡的分界点。如今，县

城北侧高楼林立，它又成了新城、老

城的融合点。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景宁，群众

原本大都散居在山上，资源分散，生

活不易。

2005 年 8 月 10 日，顶着炎炎烈

日，习近平同志再访景宁，实地考察

了东坑镇何村（现新和村）一处地质

灾害点。“习近平同志当年强调，进一

步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要从优

化全省生产力和人口布局出发。这

是景宁一直坚持的路径。”景宁大搬

快聚富民安居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负

责人说。

“小县大城关”“小乡大集镇”，创

新思路引领群众下山进城。目前，景

宁已有4.17万群众搬离高山远山，县

城常住人口占县域比重从 1984 年的

不足10%提升至74%。

行走在东坑镇白鹤、洋桥头等搬

迁安置小区，眼前是一幢幢富有畲乡

风情的楼房、公寓，道路宽敞，一辆辆

小汽车停在房前屋后。

“在山上，老房年久失修，婚都没法

结；搬迁当年，我就结了婚，现在都有二

宝了。”白鹤村村民兰李清一家四口，住

在150平方米的房子里，很是美满。

群众生活改变之际，景宁的发展

路径也更宽了。

以县城为核心，发展打造城北的

外舍新区和城南的澄照副城，将周边

镇村串“珠”成链⋯⋯景宁拉开了“一

新一老一副城一环”的城市框架，先后

建成体育公园、山哈大剧院、三月三广

场等公共服务功能设施，建成张春安

置公寓等保障性住房，县城承载能力

持续提升，县城面积从1984年的不足

0.5 平方公里拓展到 10 平方公里，高

空俯瞰如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

从“团结门”往北走三五分钟，新

建的景宁县人民医院外形典雅。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与其结

对帮扶 10 年，这里有了很多不输于

大医院的设备，让大山里的群众在家

门口看上省级医院专家。再往北走，

红星小学内，从电子班牌到 3D 打印

馆，再到含直播间、巡课平台等基础

应用的景宁教育数据中心，智慧化设

施让孩子们自信迎未来⋯⋯

从“偏居小城”到“品质景宁”，40

年来，景宁人民生活越过越红火：乡

村环境从洁化、硬化到美化、景区化，

涌现出伏叶、深垟等一批美丽乡村

“示范生”；云景、景文等高速公路相

继建成，四好农村路、农村客运公交

通达每个行政村；98%的中小学生、

100%的高中生在县城就读，景宁中

学成为山区县“县中崛起”典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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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基本养老服务均衡覆盖，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9.91%，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以内；省级平

安县“十九连创”，获全省首批“二星

平安金鼎”和安全发展铜鼎⋯⋯

“青山翠那个绿水流，畲歌飞出

了畲山头⋯⋯”40 年沧桑巨变，融入

一首首山歌之中。畲乡人民感恩奋

进，又踏上谱写发展新篇章的征程。

绿 水 青 山 带 笑 颜
——景宁建县40年回眸

本报记者 金春华 张 苗 邬 敏

1984年 不足0.5 平方公里

2023年 10 平方公里

县城面积 城乡居民收入比

1984年 5.42
2023年 1.77

1984年 803 元

2023年 49767 元

城镇居民收入

1984年 148 元

2023年 28100 元

农村居民收入

1984年 326 公里

2023年 1908.01 公里

公路通车总里程 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1984年 1.4万千瓦

2023年 34.8万千瓦

2023年2023年1984年

全县投资规模全县投资规模

391万元

53.3亿元53.3亿元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5193万元

102.82亿元102.82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4万元

17.88亿元

数据来源：景宁县统计局 浙报制图：戚建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