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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浙”五年·迎接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特别报道·丽水篇

丽水：“红绿引擎”开启山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本报记者 邬 敏

900多年前，宋代著名词人
秦观漫步古处州的幽幽古道，行
踪所至，八百里瓯江帆影绰约，烟
雨朦胧间花香鸟语，不觉动容，挥
毫写下“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
色”的动人诗词。今天，漫步丽
水，处处可感受这样的繁花胜景。

放眼瓯江两岸，满目新绿。
巍巍括苍山、潺潺瓯江水，勾勒着
丽水的骨与形。高铁新城、智创
南城、碧湖新城、瓯江新区落子布
局，“一脉三城”的城市框架全面
拉开，“一带三区”的发展格局逐
步成形。生态之城，迎来了新一
轮的蜕变。

在绿水青山间求索，丽水以
勇当绿色发展探路者和模范生的
担当，坚持以“丽水之赞”为引领和
动力，坚毅笃行“丽水之干”，大力
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并以之
注魂赋能立根，在创新实践“两山”
理念的成功探索中找准了高质量
绿色发展新路，提炼总结出了“八
个必须坚持”的发展密钥，实现从
绿色“出圈”到生态“破圈”。

五年间，丽水高质量绿色发
展新路在探索实践中走深走实。
GDP和GEP实现“两个较快增
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
走在全国前列，国家级改革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从丽水“先行
试点”迈向全国“先验示范”；丽水
成为水、空气环境质量均进入全
国前10名的城市，生态环境状况
指数连续18年位居全省第一；以

“丽水山耕”为代表的“山”字系区
域公用品牌牵引带动生态特色产
业蓬勃发展……在美丽山水与科
学发展理念的碰撞中，生态与经
济融合发展的乘法效应充分
显现。

五年间，丽水区域综合竞争
力在跨越赶超中稳步提升。丽水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跃上1万美元
大关、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7
年的1215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
1710亿元；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连
续13年位居全省第一，低收入农
户收入增幅连续6年位居全省第
一，12.4万群众通过“大搬快聚富
民安居”工程搬出大山，融入城镇；

山区引力波持续释放，青年人才实
现净流入，引进人才年均增长
36.2%，创新源泉在此充分涌流。

五年间，丽水现代化生态经
济体系在提质增效中加快成型。
高层次人才数、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数等9项主要创新指标实现翻
番；半导体全链条产业、生物医
药、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
蓬勃发展，合成革、滚动功能部件
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行动成为省
级样板；数字化改革蹄疾步稳，

“天眼守望”助力“两山”转化综合
智治应用入选全省首批最佳应
用；全市旅游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达到8.0%，跃居全省第一。
产业发展逐步迈入生态经济化、
经济生态化和创新驱动新轨道。

打开山门，创新开放发展新
通道，丽水向着更广的空间谋求更
大发展。丽水山海协作成果显著，
累计实施产业合作项目746个，到

位资金951亿元；华侨要素加速回
流，累计引进侨资项目89个。

五年流金岁月，激荡着丽水
的光荣与梦想。未来五年，在建
功新时代的赶考路上，丽水将朝
着全新的发展维度进发：奋力加
快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
绿水青山与共同富裕相得益彰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丽水。

到时，丽水将实现从生态保
护到价值转化的跃迁、从要素驱
动到创新驱动的跃迁、从全面小
康到共同富裕的跃迁，基本建成
诗画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成
为全省新发展格局中的新增长
极，成为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
样板。

一个发展活力澎湃、城乡品
质一流、精神自信自强、人民共同
富裕、治理规范高效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丽水，正逐绿而行，踏歌
而来。

1.6亿元！这是丽水一个普通村庄的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初夏时节，距遂昌县城23公里的大田
村绿意盎然。自2019年5月发布全国首
份村级GEP核算报告以来，小山村的山、
林、水、空气等都贴上了“价格标签”，“生态
身价”达 1.6 亿元，成为全国首个 GDP、
GEP双核算村。

而今，这座掩映在群峰深处的小山村，
变化正悄然发生。农家乐、民宿鳞次栉比，
森林温泉成热门打卡地，“柘里薯香”品牌、
盛华酒厂、数字茶叶创业园等项目相继
落地。

绿色，是丽水的自然本底。GEP，是
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新标尺”。丽水于

“两山”转化通道间探得发展先机。
在先行探索的基础上，丽水创新出台

全国首个山区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办
法，发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地方标
准，参与GEP核算国家标准《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规范（试行）》制定，建立基于GEP
核算的生态产品政府采购机制，研究制定
《丽水市GEP综合考评办法》，将5大类91
项指标纳入综合考核，将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内容，推进GEP进规划、进决策、进项
目、进交易、进监测、进考核。

GEP，打开了蕴藏在丽水山区的绿色
宝藏，赋予了山区人民更宽广的想象空
间。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相挂钩的“生态
贷”“GEP贷”“两山贷”等金融产品陆续推
出，“信易游”“信易购”等10大类53项守
信激励创新应用场景落地开花，森林经营
碳汇方法学研究和碳汇交易实践接连开
展……推开“生态之窗”，丽水处处皆是共
富好风景。 （本报记者 邬敏）

一抹生态绿
勾勒发展底色

风起浙西南，红与绿交相辉映。
南明湖畔，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焕然一新。竹口战斗、宏济桥、小吉会议等
近十个大型场景全新复原，雕塑、乔木、纪
念碑错落有致。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这座建筑记录着浙西南革命斗争
中战火纷飞的岁月。伴着纪念馆讲解员的
讲解，市民、游客近距离追寻一个个鲜活闪
耀的红色故事。

红色，是丽水的精神本底。作为浙西
南革命老区所在地和浙江省唯一的所有县
（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设区市，丽
水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丰沃革命精
神的红色热土。热土之上，镌刻着英雄的
故事，孕育出以“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
人民”为内涵的浙西南革命精神。

在丽水，现存革命遗址533处，5个县
被列入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
单，数量均位居全省首位。

如何传承好发扬好红色文化，让浙西
南革命精神深深融入270万处州儿女血
脉？丽水全市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代代传工
程，全方位、宽领域、多形式推动红色资源
转化为文艺作品，形成红色研学、实景党课
等多种教育业态，精心打造了533处革命
遗址红色体验点、103条红色研学线路、31
个省市级党史学习教育基地，为党史学习
教育提供了前沿课堂。

在景宁，一支支畲歌队将党史融入歌
词，畲语红歌响遍岗石畲寨、岭北等32个
畲族村；在云和，100多位“和小宣”青年理
论宣讲团成员，以青春力量传播党音，让党
史学习教育“潮”起来；在缙云，独特的地方
婺剧文化和剪纸艺术与党史学习教育有机
融合，成为红色精神传播的“活教材”……
这抹红，正深入寻常百姓家。

从率先创新革命遗址保护立法和红色
资源价值转化，到在全国首创编制《浙西南
革命精神弘扬和红色资源价值转化规划》，
从全省颁布首个革命遗址保护条例，到发
布全国首个红色乡村市级地方标准，如今，

“红色火把”在浙西南大地越燃越旺。
（本报记者 邬敏）

一抹革命红

点亮精神火把

图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外景。
丽水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为遂昌县大田村一角。
遂昌县委宣传部供图

俯瞰丽水市区。 拍友 高金龙 摄

图为丽水紫金大桥。 拍友 金献光 摄

图为丽水绿谷信息产业园。 丽水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