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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准改革发展之脉把准改革发展之脉 谋定守正创新之策谋定守正创新之策 答好改革为民之卷答好改革为民之卷

云和以改革之笔云和以改革之笔 泼墨勾勒幸福画卷泼墨勾勒幸福画卷
每每 文文 叶益鹏叶益鹏 李俊新李俊新

云和木玩童话小镇 王金洪 摄

云和县赤石乡花园乡村 龚启富 摄

云和县城风光 王金洪 摄

风起浙西南风起浙西南，，改革之势潮涌改革之势潮涌。。云云

和忠实践行和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八八战略”，”，深化实施深化实施““小小

县大城县大城””战略战略，，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

谋划推进改革谋划推进改革，，以创新思路和实干劲以创新思路和实干劲

头破局起势头破局起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破浪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破浪

扬帆扬帆，，以勇立潮头以勇立潮头、、奋勇前进之姿奋勇前进之姿，，积积

聚起打造全国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共聚起打造全国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共

富样板的强劲势能富样板的强劲势能。。

千帆竞渡千帆竞渡，，唯奋楫争先者胜唯奋楫争先者胜。。自自

20012001年年，，丽水市云和县在全国首创并丽水市云和县在全国首创并

实施实施““小县大城小县大城””发展战略以来发展战略以来，，工业园工业园

区从无到有成为云和经济腾飞的核心区从无到有成为云和经济腾飞的核心

平台平台；；木玩产业从小到大木玩产业从小到大，，创造了创造了““山区山区

小木头小木头，，飞向全世界飞向全世界””的发展奇迹的发展奇迹；；新能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项目等一批源汽车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项目等一批

制造业大项目提速建设制造业大项目提速建设；；温武吉铁路温武吉铁路、、

长深高速赤石互通等重大项目前期加长深高速赤石互通等重大项目前期加

快推进快推进；“；“小县大城小县大城””发展战略成为山区发展战略成为山区

县新型城镇化的典型范例县新型城镇化的典型范例，，云和社会救云和社会救

助综合改革助综合改革、、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等改革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等改革

经验相继走向全国⋯⋯经验相继走向全国⋯⋯

在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节点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节点，，

今天的云和今天的云和，，正对标对表抓改革正对标对表抓改革、、聚焦聚焦

问题抓改革问题抓改革、、更高标准抓改革更高标准抓改革，，把准改把准改

革发展之脉革发展之脉，，谋定守正创新之策谋定守正创新之策，，答好答好

改革为民之卷改革为民之卷，，营商环境更加优化营商环境更加优化、、创创

新成果不断显现新成果不断显现、、奋进脚步愈发铿锵奋进脚步愈发铿锵，，

激荡起山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激荡起山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改革破题绘新景

近日，云和县白龙山街道大坪社区的
休闲广场上，居民们正悠闲地健身锻炼，
洋溢着欢声笑语。这个农民易地搬迁小
区，公寓式住房鳞次栉比，多功能
运动场、童话书屋、养老中心
一应俱全，来自崇头镇、
雾溪畲族乡等 4000 多
位易地搬迁农民在这
里安家落户，成了新
居民。

该社区党委书
记毛少岳介绍，社区
还设立街乡共治服务
中心，原村干部和社
区干部共同入驻，还专
门设立了乡事城办综合服
务窗口，进城群众的社保、医
保等 40 多项社会事务不出
社区便能轻松办理。

这个县域面积 989 平
方公里、常住人口仅 13 万的小县城，是全
国众多山区海岛地区中的一员，“穷在山
上、困在路上、弱在散上”，曾是横亘在发
展路上的“拦路虎”。

何以破题？云和以城谋治。2001
年，云和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在全国率
先提出并一以贯之实施“小县大城”发展
战略，将县城作为县域增长极来培育和建
设，全面构建进城农民“安得下来”“融得
进来”“富得起来”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改革体系，持续推进农民易地搬迁、下山
转移、融入城市。

县城，成为县域最大增长极和带动乡
村振兴的龙头，云和完成多轮土地利用和
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大力度推进乡镇撤
并、村社规模调整，在县城及周边累计建
成农民易地搬迁安置小区（点）53个，安置
易地搬迁农户 1.2 万多户共计 4.1 万多人，

实现整村搬迁217个自然村。
云和以改革破难，全面推行城乡一元

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实行进城农民
社会身份和经济身份相分离，确保进城农
民继续享受农村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收
益分配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三权”，保障

进城农民享受在原农村的合法权
益，并与城区居民享有同等

待遇，同享军人优待抚恤
补助、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等 13 类社会救济政
策。

便 民 利 民 公 共
服务供给范围逐步
扩大。在进城农民集
中安置小区完善幼儿
园、托育中心、养老服

务中心、老年学堂等公
共服务场所建设，建成由

10 家医院（医疗机构）组成的
县域医共体，让进城农民就
近享受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云和大坪小区、南山小区、普

光小区、梅湾新小区等异地搬迁安置小区
还设有木玩共富工坊，带动 4000 余名异
地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实施 20 多年
来，云和实现了 58%的农民易地搬迁、
78%的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80%
的人口集中在县城居住、93.4%的学生集
中在县城就读、96%的企业集中在县城发
展，城镇化率达到 74%，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创造了常住人口净流入的山区小县

“发展奇迹”。

产业变革塑优势

在县域经济竞合的赛道上，产业是关
键变量。青山绿水间，精密制造、金属加
工、木制玩具等产业集群成链，现代制造
向新而行、生态旅游向绿而进、战略性新

兴产业快速崛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之风吹过，产业迎来深层次变革。

木制玩具，是云和的特色支柱产业，
全县拥有木玩生产企业 1100 余家，木玩
产品达十大类上千个系列、数万个品种，
产品畅销世界 82 个国家和地区。然而，
产业发展进程中，却面临着木玩品种易模
仿、专利申请周期长、产权矛盾举证难等
难题。

如何破难？云和大力推进全国知识
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试点建设，打造国家级
木制玩具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设知
识产权简案快办系统，提供专利申请快速
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服务，推动维权
保护体系全面升级，助力木玩产业创新发
展。

“以往委托专利代理公司申请木制玩
具外观设计专利，需要近六个月时间。现
在只需要用 10 个工作日，就能申请到专
利授权。”日前，云和县半球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邱振宇拿到了企业开发的新产品

“玩具棋盘”的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对快速
产权服务连连点赞。

截至目前，云和已培育木制玩具知识
产权示范企业 44 家，知识产权贯标企业
10 家。全县共发放专利权抵押贷款破 2
亿元，木玩知识产权平均维权时间缩减
60%以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完成 9.1
件，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3.95 件，
木玩产品外观专利使用占比从三年前不
足30%提高到60%以上，木玩企业的创新
因子被激活，优势产业由大向强提升。

6.77 平方公里的云和经开区，分布着
886 家工业企业。这一工业园区，坐落着
丽水首家工业社区——云和经开区工业
社区，云和以社区化增值服务探路实践经
开区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在工
业社区打造“厂门口”集成
服务窗口，构建“前台
综合受理、后台分类
联办、限时办结反
馈、中心指挥调
度”的涉企政务
服 务“ 前 后 联
动”服务模式，
推动 90 余项原
需 在 县 级 办 理
的 涉 企 政 务 服
务，在工业社区
即可“一窗通办、一
次办结”。

在工业社区，设有
零工市场、共享法庭、
共富警务中心等，每天
来 咨 询 的 人 络 绎 不
绝。“这个家门口的‘代
办点’，让我们企业和
员工有了依靠，我们在社区就能享受‘园
区内、厂门口、家楼下’的便捷高效精准服
务。”浙江克米奇工艺品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道。

服务触角，延伸到了县外。云和建立
异地服务协作机制，在县内外布设 48 个
延伸服务点，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帮办代
办、人才招聘、信息推送、风险预警提示等

服务，巧解政企沟通、基层企服等难题，以
优质营商环境激活产业更大发展动能。

绿水青山带笑颜

9 月，云和“流动供销致富车”车主雷
希云前往崇头山区上门收购村民种植的
农产品。这个流动小超市，每天进山
平价卖货，也把高山上的“山货”
送进城。

“村里每天只有两趟公
交，去县城看病买菜不容易，
现在大篷车进村，不仅可以
代买日用品、农资，还能把
我们自家种植的土豆、西红

柿带进城卖呢！”云
和县崇头镇大湾

村村民李大爷
笑着说。

这 样 的
故事，每天
都 在 云 和
山 区 上
演。云和山高路
远、乡小村多，1.2
万余名群众留守
在 生 产 生 活 不 便
的偏远乡村，云和

将目光重点聚焦山区
留守群众这一“关键少

数”，在全省率先实施“供
富 大 篷 车 ”项 目 ，开 通

“浙丽产”入户服务车、
“浙丽供”生活用品下村
服务车、“浙丽销”农产
品进城服务车，组建“云

农销”致富车服务团队，在人口集聚村设
立“云农销”收购点，上门收购山区群众山
货，并通过“流动便民共富车”将山货销到
大城市，帮助山区群众销售农产品 200 余
万元。

为破解偏远山区公共服务供给相对
不足的问题，云和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
重塑打造更加便利的流动公共服务体

系。在“供富大篷车”项目基础上，创新整
合“流动供销致富车”“智慧流动医院”“爱
心助餐车”“邮车”“农村客运”“流动慈善
服务车”等系列流动服务，实现跨部门整
合、跨业务协同，优化山区公共服务“十
助”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偏远山区公共服

务集成化、精准化、均衡化水
平。

流动服务，惠及
广袤乡村。“智慧流

动医院”巡回医疗
车沿着蜿蜒山路
进村入户，为山
区 留 守 人 群 提
供优质高效的诊
疗 服 务 近 万 人
次；一辆辆“爱心

助餐车”为 60 岁以
上留守老人提供免费
配送爱心餐服务8.5万
人次；“流动慈善服务
车”为山区群众提供医
疗服务、义诊义剪、婚

姻辅导等个性服务；一辆辆“客货型”公交
车增设邮件收储设备，投递进村邮件超30
余万件；出行路上，一辆辆“爱心助行车”
招手即停，无偿为偏远山区群众提供出行
搭载、看病就医等服务，服务里程达 4 万
余公里⋯⋯

绿水青山间，也正“长”出更多兼具绿
色生态和诗意栖居属性的美丽乡村。云
和以“乡村建在公园上”的新思路，创新打
造“公园乡村”，通过生态保护、公共服务、
村庄发展、运营管理等四个维度打造公园
式乡村发展共同体，依托公园乡村开展自
我造血式的共富产业经营，绿色开发村域
资源，积极培育新型业态经营主体，推动
生态价值转换，产业绿色发展、农民持续
增收。

民生一小步，幸福一大步。云和大力
推进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跑出了全域奔
富、城乡和美的“加速度”，一幅中国式现
代化万千气象中的云和“新图景”正跃然
眼前。

云和大坪社区街乡共治服务点
云和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云和经开区工业社区，工
作人员上门提供涉企服务。

云和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云和县木制玩具知识产权快速维权
中心为企业提供快速维权服务

云和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