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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衢州实践
于 山 徐擎焱 张妙苗

日前，浙江省委十五届六次全体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推动重大改革落地见效，坚持“守正创新”这一重大原则，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

引作用，加快推进一批“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举措，不断增强发展动力活力。

改革潮涌，击鼓催征。2024年，衢州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紧紧围绕“4+1”重要要求，进一步提升改革攻坚能力，以牵一发动全身攻坚性改革引领

撬动各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为衢州在全省“当先锋、走前列”提供了改革动能，推动形成了一批具有衢州辨识度的标志性改革成果。

（本版图片由中共衢州市委改革办提供）

“企呼我应”
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企呼我应”是衢州在全面深化改
革中打造的一块金字招牌。通过不断
完善线下线上服务一体融合机制，实
行重点产业合规指引“一业一册”，健
全“高效办成一件事”推进机制，探索
更多增值服务特色场景。今年“企呼
我应”案例入选全省营商环境优化提
升“最佳实践案例”。

“企呼我应”以企业综合服务中心
为枢纽，整合政府、社会、市场三侧各
类涉企服务资源，实现“一网归集”“一
号应答”“一窗受理”。创新问题处置
和纪检监督“双闭环”机制，实现涉企
问题全量归集、问题解决全程跟踪、监
督落实全面保障。今年以来，共归集 3
大类涉企问题 1.6 万余个，解决率和企
业满意率均达 99%以上。同时，聚焦
企业呼声高、共识性、代表性强的问
题，将解决“企业一件事”上升为办好

“涉企一类事”，推进问题诉求转化为
改革事项。

科技及体制“双创新”改革

衢州以科技及体制“双创新”改革
试点为契机，推进科创平台高质量发
展。2024 年，市本级和衢江区首次夺
得全省“科技创新鼎”，积极引育科技
型企业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验做
法得到省领导肯定。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学科+
人才+产业”一体打造中试创新“试验
田”省创新深化试点。健全高能级科
创平台绩效评价体系，系统构建科技
型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深化知识产权
全链条集成改革、科技成果赋权、单列
管理、“先用后转”等改革。截至目前，
高能级科创平台聚集5个院士团队，博
士数量超过衢州之前10年引进数量总
和。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高效强大
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深化“选对人、
给足钱、不管事”改革，赋予高能级科
创平台人事决定权、高级职称自主评
审权、经费使用权、科研自主权。

碳账户改革
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

碳账户是衢州打造的政府治碳企

业减碳个人低碳应用体系，已在全国
率先构建各类社会主体的碳排放智能
监测和动态核算账户，全量归集碳数
据，自动生成碳评价，精准描绘各类主
体“碳画像”。截至目前，已建立工业、
农业、林业等 7 大领域碳账户 239.6 万
个。全国率先上线基于碳账户的用能
预算化管理，以差别化的要素配置机
制倒逼高碳低效企业改革。全国首创
碳账户金融，给予低碳企业或减碳项
目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贷款额度的支
持政策。全国率先上线大宗货物“公
转水”应用，实现货主企业综合物流成
本下降 15%，碳减排量 1.2 万吨。基于
碳账户推进“两新”工作情况获国家发
改委和省领导批示肯定。

四省边际生态环境
保护共治共享协作

为打造跨区域生态协同共治新模
式，衢州创新探索“生态融治”改革，搭
建协同共治平台，建成全省首个生态
融治中心，13 家法治相关部门入驻，
集中办理生态环境资源领域各类案
件。持续深化省际合作，与周边地区
签订合作保护协议，统一生态保护协
作标准。组建衢黄南饶“绿色生态联
盟”委员会，成立环钱江源国家公园生
态共建联盟，推动四省边际生态环境
保护共治共享协作进入制度化轨道。
特别是开化县创新推出国家公园“环
公园、融治理”执法模式，在省域交界
处布设省际边界协作驿站和生态融治
联勤工作站 17 个，实现钱江源国家公
园范围 15 分钟内跨域立案、信息共
享、异地联办全覆盖。改革经验入选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共同富裕最佳实践
案例。

柯城区创新
打造数字农业科创园

柯城区深化探索现代农业综合改
革，创新打造“总部集成、科技集成、服
务集成”的四省边际数字农业科创园，
构建了“总部+农事服务中心+基地”的
联动发展模式。目前已打造6000亩共
富基地，累计落地建设以现代农业产业
为基础的文旅融合项目 13 个，完成投
资 10.6 亿元，两度夺得“神农鼎”，入选
全省设施蔬菜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
示范点，相关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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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衢州开展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
合试点市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大力支持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以县为单位建立市场化运行、区
域化服务的林事服务中心，提供全方
位的林事服务，促进林业增效。2024
年全市林业总产值预计突破 600 亿
元，农村居民人均林业收入增长突破
8%。

稳妥推进林地经营权确权、赋
权，全市林地规模流转面积超 190 万
亩、流转率 55%。搭建以国资为主体
的林权收储共富平台，提升林权交易
价值。初步构建形成以竹木加工、油
茶、林下经济等六大特色产业集群为
主的“132”林业产业发展体系。市域
一体打造“三衢味”“钱江源”等区域
公共品牌，目前全市在册省级以上林
业龙头企业34家、新型经营主体突破
2200 家，特色林产品品牌平均溢价
22%。建立“企业+基地+村集体+林
农”联结共同体，引导林农通过林地
流转、就地就业、入股分红等多种方
式增收。

江山市农村“两闲”资源
盘活利用综合

江山市有序推进农村闲置宅基地
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改革，构建以“三
权分置”为主线，拓宽宅基地和农房使
用权。探索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
机制，探索完善宅基地收益分配制度，
将宅基地增值收益纳入集体经营收益
进行分配，保障集体和农户的合法权
益。江山市农村宅基地改革作为全国
试点获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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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县构建基本公共服务
“精准智服”体系

龙游县以全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
化改革试点为契机，将其作为缩小“三
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牵引性抓
手，制定《龙游县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明确“7+4”重点领域101项公共服务，
大力推进托幼一体化、巡回诊疗等 52
项重点攻坚举措。构建精准智服系
统、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做法
获省领导肯定。10项创新举措纳入全
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试点经验做法
清单，其中“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共享
教师”“客货邮”融合发展模式等3项改
革措施写入全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试点经验做法汇编，“共享教师”唯一
单独成项，全省推广。

衢江区“行走的医院”打通山区
优质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衢江区率先探索“行走的医院”

基层巡回医疗服务，覆盖 40 多万名
基层群众。为乡镇和村配备 5 辆巡
回医疗车、100 辆电动巡诊车和 100
个智能助诊包，实现手机预约基层
医生上门，检测结果互认共享，根据
人口分布，设置巡回医疗资源，改善
偏远地区群众日常配药、日常保健
难的现状，有力推动医疗服务更普
惠。

常山县深化“医育结合”
托育服务模式

常山县秉持“小托育、大民生”
理念，建成浙闽赣皖四省边际地区
规 模 最 大 的 县 级 托 育 综 合 服 务 中
心，形成以县妇保院为指导中心、14
个乡镇卫生院为依托、全县托育服
务机构为基础的“1+14+N”的医育
结合服务体系。成功承办全国生育
友 好 工 作 先 进 单 位 现 场 经 验 交 流
会，创成全国生育友好工作先进单
位，改革经验在全国性会议上交流
发言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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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打造青年理论宣讲标杆

衢州市 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工
作聚焦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方向，
不断突破创新，全年开展各类宣讲 1.2
万余场，受众逾100万人次。编制发布
全国首个国家团体标准《青年理论宣
讲工作导则》，形成了 1 个国家标准、2
个地方标准的标准矩阵。建设全省首
家青年宣讲学院，集结全省、全国青年
宣讲的优势资源，高效推动衢州成为
全 省 乃 至 全 国 青 年 宣 讲 培 训“ 打 卡
地”。

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改革

衢州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机制
改革，建立全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联席会议机制，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专家委员会，建立完善历史文化资源调
查评估论证工作等协同机制。深化文
保活化利用路径，探索考古发掘新机
制，强化文物普查基础工作，文化遗产
保护实现新突破。完善构建南孔文化
品牌建设体系，出台《衢州市南孔文化
传承发展条例》，承担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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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事务准入改革
为基层减负

衢州探索推进基层事务“准事准
办”改革，推动基层事务全口径准入、
全流程监测、全链条管控、全闭环考
评。改革推行以来，村（社）网格承担
工作事务类型平均下降约三分之一，
基层干部获得感明显增强。

制定出台《衢州市关于健全完善
基层事务准入机制管理办法（试行）》，
推出基层事务指引清单，明确基层事
务准入范围、原则要求、报备程
序和考核评价办法，让基
层 事 务 边 界 更 清
晰。依托“三民工
程”基层智治综
合应用，开发
事 务 准 入 模
块 ，实 现 基
层事务“线
上申请、动
态评估、统
一 交 办 、指
数监测”的全
流 程 管 控 。
发布推广“减负
码”，畅通反馈渠
道，让基层干部有

渠道发声，及时发现纠正工作中的问
题。

“才呼我办”激发释放人才
创新创业活力

衢州创新人才评价认定机制，深
入推进“才呼我办”人才服务增值化改
革，创新推行企业自主评价资格和研
发投入挂钩、自主认定名额与企业人
才数挂钩、人才认定类别与薪酬水平
挂钩的“三挂钩”机制。

衢州将人社、科技、市场监管等部
门 74 项高频服务事项整合在

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
入口。创业空间、创

业资金等资源纳
入人才“拎包创

业”一件事服
务场景。放
权企业人才
自主评价，
今 年 市 本
级320家高
新技术企业
和人才企业
全 部 纳 入 自

主评价白名单，
自主认定人才 5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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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新市

浙大“两院”中试基地浙大“两院”中试基地

油茶育苗基地

衢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钱江源生态融治中心

2024年衢黄南饶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