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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

从东海之滨到钱江之源，从太

湖南岸到瓯江之畔，浙江大地处处

涌动干事创业的热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来到浙江，并作出系列重要指

示。牢记殷殷嘱托，浙江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

立潮头”的要求，勇扛历史使命，坚持

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努力推进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插座、开关、光伏组件、智慧灯

杆……从低压电器起家，位于浙江温

州的正泰集团主业始终围绕一个

“电”字，赛道却扩展到“云端”。自主

研发的正泰云、正泰工业物联网和正

泰能源物联网等“一云两网”，成为企

业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的“数字引擎”。

过去十年，正泰从传统制造企

业向智慧能源服务商不断迈进，成

为浙江大批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转

型升级的缩影。

“浙江要坚持‘腾笼换鸟、凤凰

涅槃’，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跑出高

质量发展的加速度。”习近平总书

记2020年4月1日在浙江考察时为

浙江发展指明方向。

曾几何时，浙江遇到过产业层

次低、发展粗放、生态不堪重负等

“成长的烦恼”。以“八八战略”为引

领，一张蓝图绘到底，浙江坚持创

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经济社会

发展实现跃升。

全省生产总值从2011年的3.2

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逾7万亿

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1万元，

城乡居民收入稳居全国省区第一。

从一个个作坊、一片片违建等

入手，过去十年，浙江全力打好转

型升级系列组合拳。“三改一拆”腾

出发展空间，“凤凰行动”等培育出

一批龙头企业。

从工厂车间、园区楼宇，到港

口工地，先进制造业不断向产业链

高端迈进。全省有 149 个企业（产

品）被认定为制造业“单项冠军”，

其中宁波市共培育“单项冠军”企

业（产品）63家。

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浙江以

创新为引领，持续发展数字经济、

智慧经济，数字技术与各产业加速

融合。从 2011 年至 2021 年，浙江省

全社会研发投入从960亿元增长到

2132 亿元。2021 年，浙江省数字经

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6 万亿元，占

GDP比重达48.6%。

目前，浙江数字经济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1.1万家，国家实验室、大

科学装置取得零突破，涌现类脑计

算芯片等一批创新成果，数字经济

正为浙江发展培育新动力。

让绿色成为发展最动人色彩

沿着绵延竹海，闻着荷叶清

香，步入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

村村，眼前展开的是一幅“水急客

舟疾、山花拂面香”的美丽画卷。盛

夏之际，余村村正进行的“全球合

伙人”招募同样火热，目标是打造

宜居宜游、共创共建的未来乡村。

这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发源地。从“靠山吃山”到

“养山富山”，余村村走出了一条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

2020 年 4 月 1 日，听取浙江省

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后，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发展理念，推进浙江生态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把绿水青山建

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让绿

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千万工程”“五水共治”“全域

大花园”“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浙江全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全方位建设绿色浙

江、美丽浙江。

从 2012 年到 2021 年，浙江持

续加大投入，美丽城镇、美丽乡村、

美丽河湖建设全域推进，生态环境

公众满意度连年提升。十年间，浙

江空气、水质量显著改善，能耗、碳

排放强度稳步下降。浙江“千万工

程”获得了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绿色发展不仅是生态环境的改

善，还包括发展模式的重塑。近年

来，浙江摒弃传统粗放式发展，调整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倡导绿色低

碳、简约适度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绍兴柯桥区，传统印染业曾

带来严重污染，当地打破坛坛罐

罐，以印染产业集聚提升为抓手，

实现绿色发展。

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曾以开

矿为生。“不能吃掉子孙饭！”村党

委书记章顺龙说，他们果断关停所

有矿场，建设钢琴众创园，吸引了

40 多家钢琴制造及零配件企业入

驻，仅众创园厂房出租每年就为村

集体贡献2000万元。

宁波余姚梁弄镇横坎头村发展

红色旅游，壮大绿色产业，把村子建

设成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文明村；

“丽水山耕”农业品牌创建8年来，农

产品累计销售额已超百亿元；金华

磐安县尖山镇乌石村，将乌石砌成

的古民居打造成网红“打卡”点，去

年该村实现人均纯收入8万元……

行走浙江大地，越来越多“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故事在生

动演绎。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021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公

布。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

入差距为主攻方向，浙江在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上稳步前进。

夏日清晨，浙江台州黄岩区沙

埠镇横溪村“共富工坊”内，十几位老

人一边双手翻飞制作工艺礼品，一边

拉着家常。早上6点就来上班的曹素

贞是低保户，老伴因车祸残疾，儿子

先天性聋哑。这份家门口的工作，让

她既能补贴家用，又能照顾家人。截

至目前，台州已挂牌运营“共富工坊”

325个，创造就业岗位1.4万多个，预

计带动相关农民年均增收2万元。

先富帮后富，是推进共同富裕

的题中之义。如何更好地形成先富

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新机制，浙

江正在持续探索。

滨河绿道、乡里花园、未来村

居……走进杭州淳安县下姜村，村

口“梦开始的地方”几个醒目大字，

道出了村民的心声。经历了从“脏

乱差”到“绿富美”的变化，下姜村

牵头组建了大下姜联合体，与周边

24个村共谋发展。2021年“大下姜”

村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0%。

“先富起来的下姜村要带领更

多乡亲一起富，让大家共享发展成

果。”下姜村党总支书记姜丽娟说。

过去十年间，浙江运用“山海协

作”等机制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至

去年底，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

到1.94，地区居民收入最高最低倍差

缩小到1.61，家庭年可支配收入20万

元至60万元群体比例提高到30.6%。

共同富裕探索之路上，浙江逐

步搭建起“四梁八柱”，编制系统架

构图。

“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十年

来，浙江立足深厚的文化底蕴，“物质

富裕、精神富有”两手抓。近年启动实

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以“宋韵文

化”为代表在全省建设300个文化标

识。一个个城市书房、文化驿站、农村

文化礼堂遍布城乡，惠泽大众。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浙江

着力推动城乡、区域间协调发展，

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加强社会

建设，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系

统谋划，下大力气保障和改善民

生，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一个好的社会，既要充满活

力，又要和谐有序。”2015 年 5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十年间，

浙江坚持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将

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作为

重点，每年办好群众关切的十件实

事，接受各界监督，确保承诺兑现。

“舒心育托”“码上护理”“入学早

知道”等掌上程序方便服务“一老一

小”，“浙里就业”“公平在线”和民生

“关键小事”智能速办等应用受到市

民欢迎……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

断推进，浙江积极运用数字化改革提

升政府效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钱江潮涌，踔厉奋发。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擘画的蓝图，浙江突出创

新制胜、变革重塑、防控风险、共建

共享、唯实惟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书写新的篇章。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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