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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仙居学校俯瞰

“共富生活委员”助农销售

城市新景

新能源产业厂区

永安剧院上演俄罗斯经典舞剧《天鹅湖》

2025年，共享成了仙居企业间的热词。灭菌
中心，共享；专业人才，共享；政府服务，共享⋯⋯
共享，是仙居回应企业需求，也是串珠成链促进
全产业共同发展。

一走进位于仙居医疗器械产业园的灭菌中
心，忙碌是第一印象。灭菌流水线上，自动旋转
臂让一个个产品实现 360°旋转，确保消毒无死
角。仔细一看，产品各有不同，生产自不同企业。

“我们投资建设，园区内企业共用。”浙江优
亿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
内大部分企业产品出厂都有灭菌需求，以往需要
外送灭菌。2023 年，在政府支持下，优亿投资的
灭菌中心建成投产，他们决定采用有偿使用方

式，对外开放。这一决定，不仅降低了优亿的生
产成本，也为园区以及周边企业提供便利，实现
共赢发展。

对于企业来说，共享是互利互惠；而从仙居
整个医疗器械产业来看，这是延链补链，让这里
的产业生态变更好。

初创型企业缺资金建厂，小镇建好标准厂房，
让企业拎包入驻；企业员工缺生活娱乐场所，小镇
建起衣食住行配套，满足多样化生活需求；企业产
品审批遇难，向上争取成立仙居县药品检查中心，
打通审批绿色通道，让企业少走弯路⋯⋯近年来，
通过医疗器械全链条增值服务改革，推出一系列
注册审批绿色通道、产销联盟、融资贷款等增值服
务举措，有效化解了科创型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
遇到的成长型难题。仙居已抓住企业需求，因地
制宜深耕有差异化、特色化优势的赛道，在全局中
找到自己的产业发展优势。

新的一年，仙居在培育“新产业”、发展“新模
式”、激活“新动能”上再发力，持续推进产业集群
建设。值得留意的是，短短两年多时间，仙居以
新能源动力电池为核心的“124N”现代产业体系
已初具雏形。

“厂区主体结构已封顶，预计今年上半年能
交付投产。”中南高科仙居项目总经理朱洪轩介

绍，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体化产业生态园。目
前，已招引 20 多家新能源动力及上下游相关配
套企业，投产后预计总产值达4亿元。

企业、人才的聚拢，代表了产业生态发展的
新趋势：追逐链主企业。正是因比亚迪新能源刀
片电池项目落地，仙居抓住契机，全面谋划新能
源产业，发挥比亚迪项目的龙头引领作用，推动
全县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新的一年，育产业生态，仙居并未放松，将进
一步统筹做好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
来产业培育。据统计，仙居 2024 年 1—11 月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省第 7，工业增加值增速连
续8个季度位居台州市前列。

育生态 串联产业向新发展

仙居 1 月 2 日的夜晚，是浪漫的。法国爱乐乐团的
到来，为听众带来一场音乐盛宴，也让仙居更多了一些

“城味”。
这并不是仙居第一次迎来国外的表演团队。2024

年 6 月，仙居新添一处地标性建筑——仙居永安剧院，
《诺亚方舟》《琵琶记》《天仙配》等众多国内外高质量剧
目，在这儿上演。永安剧院的落成使用，弥补了仙居一
直以来缺少现代化剧场的短板，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
欣赏到高品质的文艺作品。

“国内三、四线城市少有民企代运营剧场模式，我们
想进行一次创新，也想打造一个县域文化传播的模板。”
剧场运营方负责人柯程方看好未来县域的发展，更相信
在城乡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中，县域的基础设施打造，
以及公共服务、文化生活的增添是一种发展必然。

一头连着大城市、一头连着乡村的县城，是融合城
乡发展要素的重要枢纽。近两年，随着“县城文学”“小
城游”的兴起，县城不断探索流量密码，释放出多层次消
费需求。而仙居正抓住这一契机，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服
务体系，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县域引流热点。

神仙居景区扩容提质、下汤遗址发掘、15 分钟品质
文化生活圈打造⋯⋯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仙居
还着眼细处，不断健全城市发展规划，整合教育、医疗等
资源，让其城市功能配套不断完善，县域吸引力、竞争
力、集聚力不断增强。在推动城乡有机融合的过程中，
仙居让“人地钱技”等要素资源充分流动，搭好产业发
展、要素交换大平台，充分激活发展动力。

梦虽远，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圆。对于仙居来
说，发展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新的一年，仙居已做
好准备，乘势而进、实干争先，深化“四个仙居”建设，不
断开创仙居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打造现代化中国山水画
城市。

缩差距
探索县城流量密码

新年，小城仙居更“潮”了。

去年底，非遗针刺无骨花灯联手国际奢侈品品牌，出海亮相；今年开年第一天，俄罗斯芭蕾舞团在仙居上演《天鹅湖》；

1月5日，杭温高铁运行图调图，仙居可直达北京、上海等城市，融杭接沪、进京联粤更进一步⋯⋯

变化，在一点一滴积累中发生。过去这一年，仙居聚焦打造现代化中国山水画城市这一目标，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

2024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台州市第一；成功夺取“浙江制造天工鼎”“科技创新鼎”“五水共治大禹鼎”；数字经济、文

旅融合等工作均取得新突破。

作为资源禀赋并不突出的山区县，仙居前进的每一步都不容易。2025 年，面对短板和弱项，仙居已明确，继续在“四

个仙居”、现代化中国山水画城市战略目标体系下，强担当、抓落实，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现目标并不容易。对仙居来说，面对民生需求，得尽快行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面对改革发展，得自我加压，

把握后发优势乘势而起；面对未来，得自我超越，实现“小县立大志、小城创大业”。

新的一年，事不避难，知难而进。仙居已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医械小镇

埠头镇大陈坑村的乡村运营合伙人项超伟，
推出煮水茶包，产品“火”了，村子也“火”了。村
民夸项超伟来得好，项超伟却说“还得是政策
好”。

去年初，仙居为破解山区县乡村发展产业
薄弱、缺少人才等短板，以村为主体，邀请各类
人才入村运营。同时，为了让乡村运营合伙人
入村更安心，同步出台《人才入乡专项激励政
策》，聚焦创业者人才入乡融资难、办事难等问
题，探索实施“人才入乡一类事”集成服务改革，
提供精准化、套餐式、集成式的增值服务。据统
计，仅一年时间仙居累计招引 2000 余名青年大
学生和各类人才回乡，项超伟便是入乡运营的
人才之一。

随着人才入乡，乡村潜力被逐步激活，让乡
村优势被更多人看见，在仙居有了更多探索。创

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神仙大农，就是仙居
加快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旅深化融合的有
效探索之一。

作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仙居不仅
有杨梅，还出产仙居鸡、大米、山茶油、茶叶等农
产品。但一直以来由于受山区地域限制，“山货”
难以走出大山。2021 年底，仙居创建了“神仙大
农”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农产品“出山”。目前，品
牌产品达 300 余款，覆盖全县 85%的农户，带动
农民人均增收 1500 元，促进全县 10 万农户增
收。去年前三季度，仙居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台州市第一。

“神仙大农”的品牌效应不断溢出，仙居优质
农产品供不应求，但小农小户仍面临着销售难的
问题。2022 年，仙居县为帮助山区农户拓宽农
产品销售渠道，探索设置乡村“共富生活委员”。

90 后陈玉琴通过直播带货，帮村民销售滞
销农产品；“村姑”徐伟亚开车辗转山间，为村民
们带货出山；宋伟志建起微信社群，搭建全新销
售渠道⋯⋯这些覆盖全县 306 个行政村的“共富
生活委员”，成为“神仙大农”延伸的触角，他们摸
排本村农副产品的产销情况，把控农产品的品
质，串起村民供货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桥梁，赋能

“零散”的农产品以更多的价值。

融文旅 创新机制赋能乡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