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西南，一片历经洗礼的红色热土，一

方美不胜收的绿色家园。

1927 年 1 月 ，浙 西 南 地 区 第 一 个 党 支

部在浙江丽水遂昌建立，在丽水播下了第

一颗革命火种，从此，革命之火迅速燃遍浙

西南。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冲破

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围追堵截来到浙西南，开

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从“革命理想高于天”到“敢教日月换新

天”，如今，手持跨山统筹、创新引领、问海借

力 3 把“金钥匙”，浙西南革命老区干部群众

正以“绿起来”带动“富起来”进而加快实现

“强起来”的发展底气和历史自信，奋力打开

“两山”转化新通道，加快跨越式高质量发

展，打造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

昔日交通不便，如今
通达四方

浙西南山地多、海拔高，昔日交通实为

不便。步入丽水市庆元县黄田镇崔上自然

村，一幢二层古朴小楼，便是中共闽浙边地

委驻地革命纪念馆。一件件文物，诉说着当

年艰苦的岁月，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双反

复修补的草鞋。“新中国成立前，从村里去县

城要 7 个小时，去市里要一天，去杭州得一

个星期。”崔上村 89 岁的老交通员周车女

说：“山路难走，很费鞋。”

而今，变化正在发生。2020 年 9 月，庆

元通了动车。自从衢宁铁路建成后，庆元至

杭州用时仅需 4 个多小时。龙庆高速和庆

元大道开通后，庆元到丽水市区的时间也缩

短至 2 小时。

振兴老区，交通先行。如今的浙西南山

区，畅通了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动工建设丽

水机场，“铁、陆、空、水”一体的通达体系加

快打造，接沪融杭连闽通粤的浙西南综合交

通枢纽正在全面构建。

看得见的路网，已四通八达。看不见的

通信网等基础设施网络，也正不断织密。

龙泉市黄茅尖，山势陡峭，技术人员肩

挑背扛，抓紧施工，于 2021 年 8 月实现此区

域 5G 覆盖。目前，丽水全市 1891 个行政村

5G 覆盖率达到 60%以上。到 2022 年底，将

实现重点乡镇万兆到楼、千兆到户，普通乡

镇千兆到村。

集成开发“花园码”“农道安”“缙情帮”

等 114 项场景应用，卫星遥感大数据助力

“两山”转化综合智慧治理应用……如今，浙

西南正同步迈向数字化时代，山区群众也能

畅享“数字红利”。

随着山海协作、向海发展的大桥梁大通

道不断畅通，浙西南山区也走出一条汇通全

球、融入长三角的开放之路。

丽 水 是 全 国 重 点 侨 乡 ，41.5 万 华 侨 华

人遍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丽水）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浙江自贸区丽水联

动创新区获批，侨博会成为浙江重点进口

展贸平台，丽水的区县实现与上海结对合

作全覆盖……

聚焦绿色发展，形成
产业集群

丽水市青田县石平川村，三面环山。行

至村头，便见到一个护矿遗址公园。

站 在 园 内 的 11 幅 浮 雕 前 ，亲 历 护 矿

斗争的王永汉老人介绍：“ 1942 年 7 月，日

军 来 到 村 里 抢 钼 矿 ，党 员 和 民 兵 组 成 一

支 30 多 人 的 护 矿 队 进 行 斗 争 ，最 终 我 们

胜利了。”

时光荏苒。昔日红色堡垒，而今已是绿

色“钼都”。

在浙江泰正钼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车

间，记者看到，操作台仪表盘上，温度、湿度、

矿石颗粒等一行行数字闪烁，记录着当前的

钼矿石浮选情况。工作区内，传送带正匀速

行进，稳稳地将钼矿运出。

石平川村发展绿色矿业经济是老区振

兴发展的一个缩影。丽水云和县的木制玩

具、温州苍南县的海上风电……当前，浙西

南革命老区着力发展“一县一业”特色产业，

推动老区群众走上致富路。

通过建设“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

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丽水市正围绕半导体

全产业链、精密制造、健康医药、时尚产业、

数字经济五大产业集群，加快市域经济向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创新主导型发展方

式转变。

走进位于缙云县的浙江精体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集成电路板无尘车间，只见一台台

全自动贴片机、自动插件机正不断重复地挥

舞着机械臂膀。从芯片、电子元器件，到一

块完整的集成电路，均自动完成。

在丽水经开区，这里还有更高目标——

以半导体全链条作为高质量绿色发展突破

口，打造半导体产业高地。

底气何在？从 2019 年开始，丽水经开

区陆续引进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江丰电子

等 22 个项目，总投资近 400 亿元，一条差异

化发展的半导体产业链正在形成。

拓宽“两山”转化路径，
老区再添动力

2019 年，丽水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市，着力破解生态产品“度量难、抵

押难、交易难、变现难”问题。大田村就是首

个村级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试点

村，村里 GEP 达 1.6 亿元。

农业产品，2272 万元；气候调节，5449
万元；水环境净化，100.8 万元……遂昌县大

田村 89 岁的老党员唐益和听着新鲜，“山、

田、林、水甚至空气都有价。”

2018 年 4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深 入 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指出，浙江丽水市多年来坚持走绿色发展

道 路 ，坚 定 不 移 保 护 绿 水 青 山 这 个“ 金 饭

碗”，努力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环境质量、发展进程

指数、农民收入增幅多年位居全省第一，实

现了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

同推进。

如何充分打开“两山”转化通道，实现更

高质量的生态富民惠民？

丽水以 GEP 核算为切入点，与中科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专家团队合作，出台市级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办法。通过绘制全

域生态产品价值一张图，丽水的山水林田湖

草都可量化、可计算。

首先获得真金白银的，是缙云县大洋

镇。 2020 年 5 月，国家电投向大洋镇支付

279.28 万元，用于购买项目所在区域的调节

服务类 GEP。“没想到大洋镇空气质量好、

酸雨少这些特点也能变现。”大洋镇党委书

记李智斌说。

从可量化到可交易、可质押、可融资，丽

水在 GEP 精准核算基础上，培育发展“生态

强村公司”174 家，覆盖所有乡镇，从而确定

了公共生态产品的供给主体和市场化交易

主体。截至 2021 年底，丽水各类“生态抵

（质）押贷”的余额为 235 亿元，“两山贷”余

额 16 亿元，累计完成各类生态资产和生态

产品交易 5679 多宗。

推动浙西南革命老区发展，生态价值量

化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眼下，丽水正

着眼搭建跨区域市场化交易平台，加快落地

运营华东林交所，谋划打造生态产品交易中

心，探索完善碳排放权、用能权等生态权益

交 易 制 度 ，力 争 到 2025 年 GEP 总 量 突 破

5000亿元。

好政策一项接着一项：2021 年，国务院

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的意见》提出“浙西南革命老区融入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深入总结浙西南

等革命老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果经验”；2021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在丽水召开全国试点

示范现场会，丽水乘势而上，推动创建全国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2021 年 8
月，浙江省发布《关于新时代支持浙西南等

革 命 老 区 振 兴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提 出 到

2025 年，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

更足，浙西南革命老区振兴，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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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感悟R

在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斋郎村，

“两只红军碗”的故事令人动容。1935
年 4 月，红军来到斋郎村，对农家秋毫

无犯。战斗打响后，村民自愿挖战壕、

送弹药，和战士一起吃“红军饭”。后

来，红军留在村民家两只青瓷碗，至今

诉说着“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在浙西南革命老区，军爱民、民拥

军，军民一家亲的故事有很多。红军与

浙西南百姓以真心换真心，谱写了一曲

曲可歌可泣、情深似海的革命乐章。

时光流转，真情不移。党始终植

根人民、为了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近年来，为解决群众看

病难问题，丽水多地开通“流动诊疗

车”，下乡入村，将优质医疗资源搬到

百姓家门口；为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

境，1.2 万余间教室装上了空调……民

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把人民安居

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党坚持人民

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

牢牢植根人民，用一项项实干惠民之

举，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浙江各

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不少群众捐款

捐物、争当志愿者。群众说：“党员干

部，我们信得过。”朴素的话语提醒我

们的党员干部，始终不能忘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办事。唯有

常怀一颗为民的赤诚之心，与群众打

成一片、干在一起，才能赢得群众信任、凝聚民心力量。

新征程，新要求，新期待。浙西南革命老区发展取得了

一定成绩，还要克服不少困难，还要实现许多梦想。永远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就一

定能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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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古市医院出发，

医疗车沿盘山公路一路向上，大约一小时后

来到谢村村，不少村民一早就等在村口。“胃

不舒服，正好来瞧瞧病。”村民李光富说。

别看车身不大，心电图机、移动 B 超机、

采血设备等专业诊疗设备却一应俱全，还配

备了 50 余种常用药品，可实现多种医疗服

务，是名副其实的“流动医院”。

“谢村村是松阳县最偏远的山区村之

一，距离县城 39 公里，村里常住人口一半是

老人，大家看病不方便，我们就成立医疗服

务队，把医院‘开’到家门口。”古市医院副院

长刘毓华说。

搬运设备、搭建诊室，登记、导诊、检查、

开处方、发药……医务人员分工明确，针对不

同病症分内科、外科坐诊，送诊现场井然有

序。“以前去县城看病要转好几趟车，山路又

远又绕。”拿完药，李光富跟记者说：“现在不

仅不用出村，大家都有了健康档案，多方便！”

2021 年 11 月，医疗服务队结合慢病随

访上线了手机端“移动随访平台”，为村民建

立了健康档案，过往病史、用药等情况一目

了然，极大方便了医生的判断诊疗。“我们还

增设了智慧结算系统，可以随车实现挂号、

诊 疗 、医 嘱 、检 查 、结 算 、配 药 等 一 站 式 服

务。”刘毓华说。

忙活一上午，待最后一名村民离开时，

已过饭点。“我们一天最多能走 4 个村。”刘

毓华说，山村老年人多，许多人都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要长期服药。为此，医

疗服务队特意筛选出 20 个最偏远的村庄，

每月多跑几趟。

目前，松阳全县共有 5 个“智慧流动医

院”，服务 19 个乡镇（街道）203 个行政村，实

现了县域全覆盖，2021 年累计巡诊 2489 次，

派出医务人员 5046 人

次，服务群众 15.52 万

人次。

流动医院进村 医疗服务到家
本报记者 窦瀚洋

在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竹口镇一家文

具企业车间里，村民沈正聪正给刚制成的铅

笔打磨抛光，“这批订单要得急，在加紧赶

制。”环顾四周，现代化的生产车间里，自动

生产线马力全开，经过刨杆、制板、胶芯、喷

漆等 20 多道工序后，一支支制作精良的铅

笔就此“诞生”。

工作虽辛苦，但沈正聪忙得不亦乐乎，

“以前我在家务农，种植毛竹、香菇，每年收

入 5 万多元，现在在厂里上班，一年工资就

有 8 万元，再加上农产品销售，收入翻了一

番还要多。”而像沈正聪这样在家门口从事

铅笔加工的村民，光竹口镇就有 3000 多人。

距离沈正聪所在企业 500 多米的竹口

溪上，有一座古廊桥。这座桥被当地百姓亲

切地称为“红军桥”，因为这里见证了中国工

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的“竹口大捷”。

革命老区如何实现

振兴发展？竹口镇党委委员吴守全道出秘

诀：“瞄准铅笔制造业，将其打造成镇上的支

柱产业，竹口也成了县里的工业重镇。”如今

在竹口镇，小小铅笔撑起年产值 14.5 亿元的

产业，铅笔制造业也成为庆元的一张亮眼

名片。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竹口铅笔产业曾

走过艰难的创业历程。产自竹口的铅笔实

现了从贴牌生产到如今自主品牌经营的飞

跃，更衍生出彩铅、眉笔、彩妆等新产业，带

动运输、印刷等行业发展。截至 2021 年底，

庆元县共有铅笔企业 47 家，铅笔总产量达

70 多亿支，其中竹口镇的生产总量就达 52
亿支，解决就业岗位 3000 个，村民年收入平

均增加 2 万元。

“把争创全球铅笔制造之都作为目标，

也作为富民增收的重要路径，通过平台推

动、大企业带动，形成富民效应，把小铅笔做

成大产业。”吴守全说。

一支小铅笔 做出大产业
本报记者 窦瀚洋

■喜看老区新变化R

图①：浙江松阳县实施养蜂助农增收项目。

周 勇摄

图②：浙江丽水市南明湖畔。 雷 宁摄

图③：浙江苍南县藻溪镇的光伏项目。

苏巧将摄（影像中国）

图④：浙江龙泉市留槎洲一景。 张有钢摄

本版统筹：杨 暄 智春丽

本版责编：管璇悦 陈圆圆 曹雪盟 邓剑洋

版式设计：汪哲平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要闻要闻 66 2022年 5月 7日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