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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视线

聚焦 FocusFocus

城市动态

广东深圳市18条经验
和举措向全国推广

涉及要素市场化、科技创新等四方面

本报讯 黄少慧 蔡勇跃 记者罗勉报道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综合改革试

点首批授权事项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的新进展新成效

进行深入梳理研究，形成四方面18条典型经验和创新

举措在全国推广。

《通知》提出，党中央部署开展深圳综合改革试

点两年多来，各项改革举措总体进展顺利，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持续显现，形成了丰富的制度

成果和实践成果。其中，一些创新举措已规范形成

相关政策规定在全国层面推出，一些典型案例和做

法已通过不同方式在面上或具备条件的地区复制推

广。为进一步发挥试点的示范带动作用，国家发展

改革委会同相关方面在前期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

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的新进展新成效进行深入梳理研

究，形成一批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鼓励各地结合实

际认真学习借鉴。

据了解，本次推广借鉴的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共

18条，主要包括：要素市场化方面，建立土地联动高

效审批机制、实施私募基金商事登记服务创新和全

流程一体化监管、推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等5条；科

技创新方面，建立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新机制、创

新基层编制资源统筹管理、实行大科学计划全链条

综合管理机制等6条；对外开放方面，建立跨境仲裁

协作和国际仲裁合作新机制、创新口岸国际中转便

捷通关模式、推动国际船舶登记入级管理集成创新

等4条；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建立与国际

标准衔接的医院评审认证体系、建立急需药械准入

和全流程监管新机制、打造气候项目市场化投融资

服务新模式等3条。

其中，构建高度便利化的境外专业人才执业制

度、建立跨境仲裁协作和国际仲裁合作新机制、实施

国际航行船舶保税加油全链条服务和并联审批新模

式、建立急需药械准入和全流程监管新机制等相关举

措拟先行在符合条件的特定范围内推广。

《通知》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主

动对标先进，及时跟进学习借鉴，结合推广的经验举

措，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动本地改

革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

2020年10月11日，《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正式公布。截至目前，深圳综合改革试点首批40

条授权事项全面落地，示范引领作用充分显现。

去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推广借鉴深

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在总结深

圳经济特区已复制推广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在五个方面共47条创新举措和

经验做法，向全国公开推广。

浙江丽水市首次设立
标准创新贡献奖

最高奖励50万元
本报讯 江敏 蓝熠 记者沈贞海报道 浙江省

丽水市近期出台的《丽水市标准创新贡献奖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11月10日起正式施行。

根据《办法》规定，丽水市标准创新贡献奖由丽水市政

府设立，分为标准创新奖和标准创新提名奖，每两年

评定1次，每次评定名额均不超过5个，获奖组织分别

可拿到50万元、20万元奖励。

标准是世界“通用语言”，是参与国际合作和竞

争、保障产业利益与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近年来，

丽水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全面推进“标准强市”建

设，从政府主导和市场驱动两端发力，充分激发了各

类主体的标准创新贡献活力。

截至目前，丽水参与制定国际标准5项，主导或参

与制定国家标准202项、行业标准226项、省地方标准

46项，累计发布市级地方标准226项。其中，《急流救

援培训基地建设规范》《红色乡村建设指南》《清廉村

居建设规范》等全国首发标准达42项，“丽水标准”体

系初步形成，标准化的社会影响力显著提升。

据介绍，丽水标准创新贡献奖的申报对象包括

两种类型，即标准制修订项目和标准化试点示范

项目。申报项目应在经济社会发展某一重要领域，

填补标准空白或者对原有标准内容作出重大调整，

主要技术指标和管理要求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标

准实施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

用；率先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对产业结

构调整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动

作用。

据了解，《办法》正式实施后，将启动丽水首届标

准创新贡献奖评审工作。该奖项是丽水标准化工作

史上的第一个政府荣誉，奖项的设立将进一步推进丽

水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充分发挥标准化支撑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推动该市标准

化事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 本报记者 富庆熙

“兰陵山下翠烟浮，溪水潺湲九曲流。

落尽江梅闻铁笛，烟波何处问垂钓。”岸多

兰茝、碧水流芳的兰溪市位于浙江中西部，

地处钱塘江中游，自古有“三江之汇”“六水

之腰”“七省通衢”之称。钱塘自古风流地，

作为钱塘支流，兰溪江上既载风雪烟雨，也

载墨客诗情。

兰溪不仅有着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

更有近1400年的建城历史。而今，诗情变

豪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兰溪聚焦产业发

展和城市建设，以数字科技赋能产业发展，

积极打造农业金名牌，推动产业稳步转型

升级，建设文明城市、优化基层治理。

兰溪对标浙江省共同富裕重点工作

“1+7+N”和重大改革“1+5+n”跑道，坚定

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信心和底气，全

力打造一批具有兰溪辨识度的共同富裕标

志性成果，打响共富改革先锋战。

品牌兴农：
以科技强品质 以品质铸品牌

春时山上茶园飘香，夏日枇杷杨梅黄

紫相继，秋来江中螃蟹正肥，冬至江畔萝卜

正长。兰溪农业物产丰盛，拥有中国“杨梅

之乡”“蜜蜂之乡”“兰花之乡”等称号，有

“兰溪小萝卜”“兰溪枇杷”“兰溪毛峰”“兰

溪杨梅”“汇潭甘蔗”“兰江蟹”等6个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总数居浙江第一，地标农产

品种养殖面积达15.3万亩，占到兰溪种养

植业的20.8%。

“地标+股份”建立利益共同体、“地

标+红线”严格区域准入、“地标+产业融

合”做大产业链、“地标+联盟”建立产销联

合体、“地标+数字”提升果品品质、“地标+

品牌打造”提高溢价率、“地标+保险”撑起

生产保护伞、“地标+规范”统一生产标准、

“地标+多方推介”增强影响力……近年

来，兰溪锚定“地标富农”跑道赋能农业转

型升级，聚焦打好“地标富农九法”组合拳，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品

牌价值化。

鸟瞰马涧镇下杜村，满目苍翠间一

个个“小蘑菇”拔地而起，那是栽种杨梅

的白色大棚。截至今年 5 月，下杜村大

棚杨梅种植面积已超过1500亩，占浙江

大棚杨梅的近七成，是兰溪设施化栽培

杨梅的“大本营”，每亩产值是普通露天

杨梅的4倍～5倍。

有了“小蘑菇”的保护，娇嫩的杨梅脱

离靠天吃饭的生存困境，开启了科技进化

道路。

兰溪通过“科技杨梅”计划，搭建“1+6”

杨梅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服务管

理平台，兰溪市农业农村局会同浙江省农

科院于今年首次发布了杨梅兰溪综合指

数，标志着兰溪杨梅从传统种植向数字化

迈进。

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兰溪杨梅品质

更稳定，品牌管理更规范，综合效益更突

出。目前，兰溪杨梅鲜果精品率提升30%

以上，鲜果价格普遍提升约30%，可带动梅

农收益增加20%以上。

“如果没有政府背后推动流转，适度规

模经营就无法实现，散户的收入也无法保

证。”马涧新农夫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陶

奉源表示。

整合力量、捏成拳头，使杨梅的果实品

质实现提升。打出品牌、积极推广，使杨梅

的品牌价值完成变现。

早自2005年起，兰溪就开始举办观光

游和文化节，后来还把浙江“六月杨梅红”

活动引至兰溪，并连续多年在上海、香港、

北京等城市举办杨梅推介会。如今，“五十

里杨梅长廊”声名鹊起，兰溪杨梅的香气飘

向全国。

“一方面，推动土地、果园流转，大力扶

持村集体经济和规模主体发展；另一方面，

则以村为基本单元，打造全域全产业共建共

享的共富模式。”兰溪市政协主席范冬岩表

示。杨梅产业将形成组织化、品牌化、数字

化“三化互动”的良好格局。待杨梅的“产业

大脑”和产业品牌成长指数成熟后，“杨梅经

验”还将助力其他五大地标产业发展。

数据显示，2021年，兰溪地标农产品一

产产值达9亿元，直接受益农户2.3万户，拉

动二、三产值近23亿元，间接受益农户7万

户以上，地标农产品从业农户户均增收2.2

万元。今年6月，兰溪更因“地标富农”入选

浙江共同富裕第二批试点。

记者了解到，兰溪计划通过三年试点，

形成“开发一个产品综合指数、建立一套产

业标准化体系、建成一批地标共富基本单

元、打造一批未来农场”等标志性成果，走

出一条“地标富农”系统化解决路径。届

时，兰溪地标农产品一、二产产值有望达到

14亿元，带动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

以上的村所占比例从25％提高到80％，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0.2％。

产业强市：
优环境引凤来 以转型促蝶变

“扛住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高温酷

暑的考验，87天实现主厂房全面封顶，10个

月全面完成土建、二次装修、机电和设备安

装。”在欣旺达产业园（二期）基膜涂覆项目

整体工程交付现场，江锂威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郑明清为“兰溪速度”点赞。该

项目位于兰溪光膜小镇，总投资7.5亿元，

总建筑面积8.8万平方米，项目建成投产

后，将进一步提升兰溪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的总体发展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

作为国际电池模组行业领军企业，欣

旺达以锂威项目为龙头，在兰溪集聚上下

游产业链项目15个，总投资近300亿元，带

动就业6500人，整条产业链项目落地后还

将带动就业20,000人。

欣旺达是兰溪招大引强工作的缩影，

也是兰溪坚定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制造业

崛起的缩影。

近年来，兰溪加快新兴产业培育，持续

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2020年以来，累计签约引进项目115个，总

投资577.82亿元。欣旺达、自立环保、甬金

二期、盘毂动力等一批“大好高”项目建成

投产，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大共同富裕

的“蛋糕”。

截至今年8月，兰溪已开工91个新建

类项目，计划开工率91%，开工数同比增加

24个；47个金华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率

91.5%、投资完成率86.1%，排名金华第一；

省“4+1”重大项目开工率100%，排在浙江

首列。

同时，兰溪建立《市级领导联系重大项

目攻坚突破制度》，聚焦“责任清单”，成立

由一名市领导领衔，属地负责人、发改联系

人、项目专员为组员的工作专班，为兰溪项

目提供“1+N”保姆式服务。

548家纺织企业，约4万从业人员，其

中61家企业产值超亿元……兰溪有着以棉

为主，纺纱、织造、印染、成衣均有涉及的纺

织产业集群，年产休闲面料22亿米，居全国

第一。纺织产业占兰溪工业经济总量的

1/3，是兰溪的重要支柱产业。

近年，兰溪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在全

国率先开展“纺织行业智能制造示范市”创

建，全面推进纺织行业智能化改造，不断谋

求市场突围和产业转型升级。

在浙江万舟集团大数据中心，整墙的

电子显示屏上，各个车间的设备运转情况、

产量统计、品种分布、生产效率等实时滚

动，一目了然。

5万多平方米的纺纱车间只有百余名

工人，全自动物流包装系统使打包仓储人

员一个班次从15人降到1人，高速摄像头

代替人眼检视布匹品质，速度提升3倍。

通过智能化改造，万舟集团运营成本下降

10%，劳动用工下降16.6%，订单交期缩短

5天以上。

经历三年改造，兰溪首批30家试点企

业效益平均提高12.3%，差错率平均下降至

0.5%，生产设备联网率达到98%，水、电、气

消耗量全部下降。

今年6月，兰溪市政府召开纺织产业转

型升级工作动员大会，出台《兰溪市纺织产

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2022~2024年）》。

直面纺织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痛点、堵点，发

出“奋力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中杀出一条

‘血路’”的动员令。明确要打好“优化产业

布局、深化数字化改造、强化招大育强、加

快技术创新”关键四招，统筹实施兼并重

组、延伸产业链、畅通融资渠道、夯实安全

生产等措施，坚决打赢纺织产业转型升级

攻坚战，为金华制造业崛起贡献更多兰溪

力量。

作为兰溪首家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企

业，浙江鑫兰纺织将投资3亿多元，建成占

地40亩的全流程数字化+自动化生产车

间。40亩中的一部分，来自鑫兰纺织的“旧

邻居”——被其兼并的原吉祥摩托配件有

限公司。

“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年生产高档牛

仔面料将达8500万米，主营业务收入将达

20亿元，出口创汇可增长50%左右，尤其是

5万米牛仔布的交期可再缩短10天。”鑫兰

纺织董事长黄友洪说。

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鑫兰纺织并

非个案。这几年，兰溪将低效企业处置与

招商引资、技改工作紧密结合，鼓励优质企

业兼并重组行业内低效企业，支持龙头企

业做大做强。自2019年以来，兰溪累计淘

汰高耗低效纺织企业144家，出清闲置用地

2456亩。与此同时，通过腾笼换鸟，招引落

地亿元以上项目5个，累计投资额16亿元。

据悉，下一步，兰溪将加大力度推动

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全国高端

时尚棉纺织研发生产基地”。力争到

2024 年，实现纺织产业产值翻番，达到

600 亿元；到 2026 年，产值再翻番，突破

1000亿元。

理念兴城：
以规划谋长远 以智治提效能

“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岸

岸芦花白，空江多月明。”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千古江涌，月照今人观

赏迹，诗载古人过江影。

深秋时节，兰溪江边，承载着兰溪历史

变迁与市民记忆的三江六岸人影稠密，是

兰溪人百看不厌的观景地。

近年来，兰溪以“诗路钱塘”建设为抓

手，充分挖掘三江六岸的山水自然禀赋，融

入码头文化、商埠文化，大力实施滨江路、

横山断桥等改造工程，持续提升绿化亮化

景观，打造三江六岸景观闭合圈。

同时，兰溪不断深化古建筑保护利用

工作，探索创新“村委会统筹+旅游公司

管理+村民参与”共建共富路径，构建了

一套具有兰溪特色的古村落保护开发利

用模式。

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诸葛八

卦村，成为全国首例以村落整体保护模式

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乡村遗产。

宗祠、庙宇、牌坊、鼓楼等文物古迹大多保

存完善的游埠古镇也凭借质朴本味，迎来

一批批全国游客。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兰溪并没有迷

失在潮流之中。一碗牛肉面里，淌着热乎

乎的乡情。

从老城到溪西再到城南，小小的兰溪藏

了300多家美食面店，小吃种类多达300多

种，有33项美食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兰溪美食正以富民产业的姿态重新崛起。

不仅“外在形象”稳步提升，党的十八

大以来，兰溪坚持“为民惠民利民”的创建

原则，聚焦民生短板，兰溪的“内在气质”也

迎来了跨越式升级。

兰溪市委书记戴翀表示，共同富裕建

设更多是通过顶层设计来完善制度建设，

要重点聚焦跨领域、跨部门、跨系统的多跨

事项和一些“三不管”的薄弱事项来进行制

度设计。“兰溪必须打破固有模式和思维惯

性，以改革理念和创新思维对现有的政策

体系、制度体系框架进行迭代重塑，形成新

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兰溪积极构建网格

智治“小单元”，赋能基层治理。按照“平时

服务、战时应急、平战结合”要求，兰溪吸纳

12个主责部门、16个乡镇（街道）、776个网

格和4703个微网格，通过数字赋能实现即

时响应、精准管控，进一步筑牢网格这一最

小基层单元，夯实基层智治的底座。

通过“基层治理四平台”流转、处置，实

现“党建在一线统领、信息在一线掌握、矛

盾在一线化解、安全在一线保障”，切实提

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为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兰溪乘数

字化改革东风，谋划建设了“矛盾纠纷兜底

化解一件事”应用。通过贯通19个数源系

统，设立矛盾纠纷、人员信息等四大数据

库，实现矛盾纠纷应兜尽兜；通过再造“领

导包案+专班化解”业务流程，重塑责任体

系，形成了从监测预警到溯源治理的事件

处置闭环。自2021年7月上线以来，受理

疑难复杂矛盾纠纷384件，化解369件，化

解率达到97%，平均化解时限缩短74%。

获评2021年浙江省数字法治好应用。

“基层智治事关发展成色、事关民生福

祉，要抓落实、求实效，凝聚基层智治强大

合力。”戴翀认为，必须完善“四治融合”城

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工作者全链条

管理制度，建立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

体系，推进“后陈式”法治村和“共享法庭”

创建；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一件事”集成改

革，做好省级试点应用承接贯通，梳理推出

一批重要、高频、急迫、多跨的改革项目，迭

代升级兰溪特色化应用；纵深推进“大综合

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做实“一支队伍管

执法”，严格落实“双向互动、执法协同”工

作机制，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兰溪辨识度、示

范引领性的改革成果。

打 响 共 富 改 革 先 锋 战
浙江兰溪市以数字科技赋能城市发展，打造农业金名牌，推动产业稳步转型升级，

建设文明城市、优化基层治理

湖北恩施市湖北恩施市：：
醉美秋色醉美秋色 地肤炫地肤炫彩彩

金秋十月，湖北省恩施市屯

堡乡马者村茶山盛景网红打卡

点内，成千上万株地肤草进入最

佳观赏期，深红浅黄、连绵成片，

宛如打翻了秋天的调色盘。

屯堡乡按照“产业+旅游”

的发展模式，在恩施大峡谷旅游

线上种植7亩地肤草，与千亩茶

园、峡谷绝壁、圆梦隧道、霍比

特小屋构成一道独特景观。这

段时间正值地肤花海观赏的最

佳时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

卡拍照。

（廖 亮 田仁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