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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优良传统 增进民族团结 发挥独特优势

“去年，景宁县生产总值达 102.82 亿

元，提前两年完成突破百亿元目标；人均

GDP 达 93052 元，跻身丽水第 2、全省中

游；城乡收入比缩小至1.77，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120个自治县（旗）第

4⋯⋯”读完总书记给景宁畲族自治县各族

干部群众的回信，省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

处处长林见立马找出景宁最新的成绩单，

“景宁的成绩有目共睹，尤其是这两年景宁

的发展变化，我有幸亲身参与、亲眼见证、

感同身受。”林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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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了《支持景宁

县走山区县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之

路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指

引景宁探索一条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

同富裕的山区县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林见告诉记者，《实施方案》围绕县城

承载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生

态产业发展、政策支撑保障等方面，部署

21项任务。

为了更好地让《实施方案》落实到景宁

的实处，省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支持景宁县

走山区县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之路重

点举措清单》，会同有关省级单位制定 91

条重点支持举措，指导海盐县、绍兴市上虞

区、宁海县三个山海协作结对县制定14条

重点支持举措，在干部人才、项目建设、资

源要素、民生保障等各方面提供有力支撑。

自此，各相关省级部门的干部、省发展

规划研究院的专家，时常奔赴景宁调研、协

调、落实，给景宁找政策、想办法、出主意，推

动景宁更好更快地追赶共同富裕的步伐。

大山深处，干劲十足。

紧扣“土特产”，景宁开展产业链精准

招商，去年以来招引大项目 20 个，落地年

产 3000 吨惠明茶产业项目、“中国畲药

谷”等重大产业项目，与丽水经济开发区

共同引进总投资 120 亿元的富乐德半导

体产业项目落地丽景园⋯⋯

大山深处，幸福叩门。

在全省率先推动山区县公共服务一体

化省级试点，景宁小规模学校优化调整、

“固定+流动”医疗服务模式等经验做法在

全省推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100%，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全省第 2；连续 19

年获评省平安县，成功捧回全省首批“二星

平安金鼎”和“安全发展铜鼎”⋯⋯

与此同时，在省级政策迭代之际，针对

景宁的“山海协作”同步升级——

当前，与景宁结对的县区，从最早的鄞

州一地，变为温岭、海盐、上虞、宁海四地；

协作思路，从“问海借力”变为“优势互补”；

帮扶模式，从“异地开发”到“产业链深度合

作”⋯⋯

“山”与“海”，携手共进。

2023 年，仅景宁与四地共建的 12 个

“飞柜”，年销售农产品就超 5000 万元，带

动2.4万余农民增收。

“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浙江

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历史使命。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必须在区域协调发展上有新探索。景

宁是一个很好的试验田和落脚点，山海协

作是一个有效有为的好做法，浙江仍将一

以贯之。”林见感言。

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谋划、亲自部署了山海协作工程，作为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此后，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持续深化

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先后出台了5份山海

协作实施意见，通过打通要素双向自由流动

的通道，把“山”的特色与“海”的优势有机结

合起来，推动杭州、绍兴与衢州结对，宁波、

湖州、嘉兴与丽水结对，同时推动50个发达

县（市、区）与山区26县开展结对合作。多年

来，结对双方共建平台不断丰富、合作领域

不断拓展、精准帮扶不断推进。

“二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使得山海协

作在浙江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林见

用数据、事实详述了山海协作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的成效。

山区海岛县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23

年，山区海岛县 GDP 全部破百亿元，总量

达8225亿元，增速比全省高0.9个百分点。

山海协作成果丰硕。山海协作工程实

施以来，山区海岛县累计引进特色产业项目

超 1.2 万个，到位资金超 7000 亿元。经济

强县帮助山区县建立多个山海协作实训基

地，累计培训就业劳动力150万人次。

平台共建落地见效。目前，山海协作的

“飞地”累计引进并孵化项目超300个，实现

返利超过6亿元，带动3300多个村集体增收。

公共服务均衡共享。浙江 13 家省市

级三甲医院与山区海岛县开展合作，下派

资深医疗专家近 600 名，山区海岛县三级

医院增加到 13 家。全面推进跨区域共同

体建设，结对学校数量达516所。

⋯⋯

“成绩是过去的，眼下的关键是站在

新起点上，浙江如何进一步推动山海协

作迭代升级，更好助力全省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林见透露，浙江已经有了新

的谋划，“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

队。我们将迭代完善山海协作工作体

系，探索构建新型山海协作结对体系，高

位推动强化政策落实，加快推动山区海岛

县高质量发展。”

省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林见：

共同富裕一个也不能少
本报记者 夏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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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宁与丽水经济开发区共同引进的富乐德半导体产业项目（一期）奠基。 省发改委供图

“近年来，全省民宗系统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科学谋划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目标，确保浙江民族

工作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

中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这次习近平

总书记的回信，进一步为我们的工作提供

了指针，明确了方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

给景宁畲族自治县各族干部群众的回信，

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鲍

秀英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浙江是东部地区重要的民族工作省

份，设有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地方——景

宁畲族自治县，有18个民族乡（镇）和382

个民族村。全省 56 个民族成分齐全，截

至 2023 年底，有少数民族户籍人口 61.9

万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326.6万人（位居

全国第二）。

鲍秀英告诉记者，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民族工作，在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下，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推进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纳入”，不断

完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浙江在

全国率先出台《关于推进浙江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实施意见》，提出打

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示范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示范区、各民族共同富裕示

范区、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示范区的先行

工作目标。

一组抽样调查数据能够很好地展示

浙江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2023 年全

省民族村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为54.88万

元，全省民族村少数民族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35275 元，相当于全省农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 87.5%，比 2022 年提高 1.1 个

百分点，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昔日的“穷乡僻壤”到人气高涨的文

旅目的地，如今的龙游县詹家镇浦山民族

村，道路宽敞整洁、农房七彩斑斓、庭园装

修精致，已成为集民宿、农家乐、观光农业、

乡村旅游等为一体的“七彩部落”。从前，

景宁县大均乡大均村道路狭窄、脏乱差现

象普遍，2003年"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大均

村开展了村道拓宽、农村污水治理、厕所革

命、垃圾分类等一系列整治举措，现在全乡

共有农家乐民宿 57 家、床位 566 个、餐位

2500余个，其中省金宿级民宿2家，银宿级

民宿 2 家。当地各族群众吃起了旅游饭，

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像这样发生精彩蝶变的民族乡村，在

浙江还有很多。与龙游浦山、景宁大均一

起，一批民族乡村携手奋斗、努力敢闯敢

拼，逐渐成长为全省未来乡村的新标兵。

“浙江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重

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民族村生态优势、

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做好做深畲寨蝶变文

章。”鲍秀英介绍，《浙江省山区 26 县跨越

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

《支持景宁县走山区县高质量发展共同富

裕特色之路实施方案》等多项政策文件的

实施，有效拓宽了民族乡村“两山”转化通

道，真正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据了解，省级财政每年安排民族地区

转移支付资金 1 亿元以上，设立省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并落实增长机

制；安排省级部门和发达市县结对帮扶民

族乡村，年均落实项目资金近 2000 万

元。截至目前，全省统战系统已开展两轮

“同心共富·百村结对”行动，汇集各级各

类帮扶资金 2 亿余元。此外，我省还积极

推广民族乡村“共富联盟”机制，深入开展

民族乡村共同富裕“十百千万”培育工程。

“富口袋”更要“富脑袋”，鲍秀英表

示，在浙江，已凝聚广泛共识，聚焦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浙江率先在全国制定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创建“1511”指

标体系，前瞻性设置了坚持党建统领、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助力各民族共同富裕和推进

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等 5 个维度指标，有

形有感有效评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程度和效度。这一创新被国家民委

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目前，浙江已创成

64 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示范

单位（数量居东部省市之首）、639 个省级

重点培育单位。

鲍秀英介绍，近年来，浙江不断打响

“之江同心·石榴红”工作品牌，实施“五

百”工程（百个石榴红家园、共富基地、志

愿者服务队、宣讲团、工作室），推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嵌入基层党建

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村文

化礼堂等党建宣传工作阵地，目前全省建

立具有示范效应的石榴红家园、共富基

地、工作室、宣讲团等各类阵地 2057 个，

涌现出了“转塘·石榴籽家园”“润兰·石榴

红家园”“八婺·石榴红家园”等一大批先

进典型，“我们要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工作阵地市县全覆盖，让省级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民族团结

林、民族和谐园等，成为全面展示浙江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窗口”。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学深悟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的重要思想，在全省民宗系统掀起一轮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学习贯彻热潮，

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鲍秀英说。

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鲍秀英：

奋力谱写浙江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沈 吟

“从回信中，我深刻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地

区高质量发展和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的殷切期望，

字字句句情真意切，催人奋进。”得知习近平总书记给

景宁畲族自治县各族干部群众回信，中国（丽水）两山

学院（执行）院长刘克勤倍感振奋，在手机上翻阅新闻

后，他第一时间分享给学院的研究员。

在刘克勤看来，作为山区和民族地区，景宁从脱贫

攻坚到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具有代表性，点亮了浙江

高质量发展的一抹亮色。

他向记者分享了一组数据：2023年景宁县域生产

总值突破百亿元，在全国 120 个自治县（旗）中县域综

合实力跃居前列；城乡收入差距从 1984 年的 5.42 缩

小至2023年的1.77。数据背后，充分验证了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盛夏的丽水，目之所及，处处是绿意盎然的清丽景

象。“绿色，正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刘克勤告诉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八次深入丽水调研，

并谆谆叮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丽水来说尤为

如此”。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山区老百姓心里。

GEP，一个全新的“两山”转化载体，在浙西南山

区起步试点。2019年，丽水获批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市，在绿水青山间做起了“全新试验”。

刘克勤说，丽水在全国率先建立科学合理可操作

的价值核算评估机制、试行与生态产品质量和价值相

挂钩的财政奖补机制、建立基于GEP核算成果应用机

制，提升品质农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林业产业等富

民产业，大力发展半导体全链条、健康医药、数字经济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蹚出了生态产业化新路子。

如何发挥独特优势，走好高质量绿色发展新路？

刘克勤表示，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丽水加快培

育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主体，建立交易制度体系，联动绿

色金融，开发建设“天眼守望”助力“两山”转化综合智

治应用，推出“益林富农”、生态补偿、数字土壤、水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等多个场景应用，并携手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顶尖

科研院所，合作推进“两山智库”建设。

在美丽山水与科学发展理念的碰撞中，生态与经

济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乘法效应充分显现。刘克勤表

示，在丽水，“靠山吃山”有了新“吃法”，当地构建独具

特色的“山”字系品牌体系，撬动生态产品价值高效转

化，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

绿意，从瓯江之畔向之江大地蔓延。基于丽水实

践探索的经验，浙江发布全国首部省级 GEP 核算标

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陆域生

态系统》，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的实施意见》《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为“两山”

转化提供了标准支持、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从“生

态的绿色”到“发展的绿色”，绿色正成为浙江发展最

动人的色彩。

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首批国家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北京市延庆区等10个地区入

选，其中浙江省湖州市上榜，浙江省丽水市、江西省抚

州市继续开展试点工作。为此，中国（丽水）两山学院

正在加快编制《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丽水

方案》，制定研究方案，提供试点路径。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厚植生态‘含

绿量’，培育发展‘含新量’，进而提升产业‘含金量’，从

景宁到浙江，全省正不断攀向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度，为

全国山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指明道路。”刘克勤期待着，

“浙江范例”能创造出更多的实践和成果，为高质量发

展增添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

中国（丽水）两山学
院（执行）院长刘克勤：

为绿色发展提供
更多实践成果

本报记者 邬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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