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铺就“红色之城”
多彩振兴路

石埠镇西岗村“芦笋产业”，安义县

长均乡白沙村的“四治”机制，太平镇楠

坪古村、黄马乡罗渡村的乡村民宿……

日前，在“绿摄南昌 和美乡村”中央主流

媒体采访南昌行活动中，这些乡村的崭

新风貌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断拓展脱贫群众增收渠道、提升

乡村振兴活力，助推脱贫群众生活水平

迈上新台阶，奋力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

‘南昌样板’”，这是南昌市乡村振兴局

2023年的工作目标，而今这一目标在江

西南昌这座红色之城正不断被践行并实

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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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看点

“电器之都”乐清：六个“聚力”打造县域高质量发展样板

开 封 记 忆
□ 谷亚光

我虽然不是开封人，但很小就与

开封邂逅。那年我才一两岁，妈妈到

省人民医院看病，把我放在家里不放

心，她就把我一起带到了开封。由于

当时我还太小，对开封没有清晰的记

忆。后来，听妈妈笑着说，开封人热

情好客，当地有一户人家，非常喜欢

我，想把我留下来，当作他们家孩子

的小弟。通过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

我与开封的缘份。

一

再次与开封邂逅，已是将近20

年之后。那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我

的一个同学写信约我到河南大学相

聚，找一个教授请教哲学问题。我没

有犹豫就找单位领导请了假，奔赴开

封。开封离我家300里，坐火车几个

小时就到了。

当时的河南大学还在市里面，校

园建筑雕梁画栋，古香古色。校园里

的树木花草很多，道路绿荫覆盖。路

上行人较少，静幽宜人。偶有一两个

大学生在某个角落小声朗读英语。

校园后面有一个八角形红褐色

铁塔，巍峨壮观，不少人驻足仰望，也

有人进入塔里爬上塔顶。

同学找到那个教授请教完问题，

教授还给他写了一封信，推荐他到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找一位研

究员继续探讨。接下来的一天，我们

见到了在开封工作的一位女同学。

那个女同学叫潘慧英，她当时在一个

公园里的组培室工作，专门从事菊花

的组织培养。听说慧英非常敬业，常

常为工作忘记吃饭和睡觉，单位领导

极为器重这位“拼命女郎”。慧英待

同学特别热情，听说我俩来汴，立即

放下繁忙的工作，请假陪我们参观开

封名胜。

由于离慧英的工作地点较近，首

选的景点是龙亭。龙亭四周布置着

许多花草，这些花草大大减弱了龙亭

的古朴苍凉。登龙亭需要爬过很多

台阶，在一个高台上矗立着那个皇权

象征的古建筑。我们在龙亭上四望，

附近风景顿时奔来眼底，白的是街

道，灰的是楼宇，绿的是树冠，青的是

水流，红的黄的是盛开的鲜花，愉人

眼目，开人胸怀，快哉快哉！

接着，慧英领我们去了大相国寺

参观。大相国寺门口有一棵比碗口

还粗的垂柳树，旁边立着倒拔垂柳树

的鲁智深雕像，栩栩如生。这很容易

把人带入《水浒传》的文

化氛围中。大相国寺内

建筑庄严，大雄宝殿气

象雄伟。当我们来到千

手千眼观音雕像之下

时，所有人都被震惊了。高达数丈的

观音像巍然站立，充满慈爱的眼睛俯

视着众生，那层层叠叠的手臂上也生

着慈目。在那钟声悠扬的气氛中，有

游客悄悄在数观音的手和目，可是没

有人数得清。中华先人的想象力和

雕塑艺术真是令人惊叹！

二

时光翩跹，岁月倥偬。转眼之

间，进入了新世纪，开封打造文化旅

游城市的步伐加快、力度空前。清明

上河园投资建成，御街仿古建筑亮相，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隆重推出，

开封传统美食规范整合……八朝古都

开封迎来文旅产业发展新高潮。

那一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陪着

父母游览了刚开园的清明上河园。

当时，园里花草树木虽不算太多，但

不少树种却很少见。印象比较深的

是园里表演抛绣球娶亲的场景，观看

的人特别多。先是一班人在一个木

架搭成的高台上唱戏，咿咿呀呀，你

来我往的很热闹，后来进入千金小姐

抛绣球选婿环节，台下的人群更是欢

呼涌动起来。

高台上的千金小姐演员看到台

下人太多，情绪高涨，又扭捏犹豫了

一会儿，绣球终于抛了下来。只见一

只带着长穗的红绣球划了个弧线落

在众人堆里，人们争抢了一阵，被一

个长得憨厚的高个小伙抢到了手。

其他人悻悻然，慢慢散开，有人过来

领着那个小伙上台去了。据说，那个

抢到绣球的小伙并不是台下的演员，

而是普通观众。我不知道，台上的戏

往下如何演？我们没有继续看下

去。而是随着一部分人流去看河了。

河里的水清凌凌，一条花船在河

里慢慢划动，船舱里有个姑娘在弹奏

古筝，那清脆婉转的古曲格外动听。

花船缓缓离去，我们才注意到河边有一

群穿着古装的人在表演抬花轿，旁边是

一班吹鼓手在吹吹打打，煞是喜庆。

中午，我们去开封第一楼吃了当

地名吃——开封小笼包。我当时吃

得津津有味，父母却嫌那包子太腻，

幸好开封的小吃品种比较多，随便吃

点什么也饿不着。

三

有一年金秋，我去开封出差。那

天傍晚，我慕名观看了“大宋·东京梦

华”大型实景演出。据介绍，全场参演

演员达700多人，规模宏大，气势磅

礴，再现了大宋时代东京的繁华与文

明。剧中人物语言和解说词全部用宋

词中的语句，优美典雅，精彩绝伦，观

众数次给以热烈掌声。演出结束了，

许多人还沉浸在剧中，回味无穷。“绝

对是一场精神盛宴。”不少人议论。

截至目前，开封挖掘再现的历史

文化主要是北宋时期的内容，这有其

合理性。但是，开封毕竟是八朝古

都，人文历史极其丰厚，文明积淀甚

多。据考古发现，开封城是城摞城，

竟达十几层，原因是黄河决口造成

的。今天的黄河仍是地上悬河，对开

封的威胁仍然存在。现在国家强调

黄河大保护，确保黄河安澜，这是人

民之福，更是开封之幸。

秋天对开封来说，意义更大。因

为，开封的市花是菊花，从20世纪80

年代之后，秋天的开封几乎年年都有菊

展。当然，我的老同学潘慧英曾经多年

担当菊展的主角，由于她和前后数代园

艺人的接续奋斗，开封的菊花品种已发

展到1000多个。菊展时节，各种各样

的菊花盛开，红的，黄的，绿的，白的，紫

的，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吸引了大批

国内外游客光临开封。

记得有一次，潘慧英和她丈夫杨

东宁特意驱车带我去看市容、观菊

花。之后，她送了我三本一套的散文

集，杨东宁是个书法家，他送了我一

幅字。他们夫妇二人多才多艺，我是

自愧弗如。又是许多年过去了，至今

我也没有恰当的礼物回赠他们。我

期待着有一天，最好也是秋天，再见

到他们的时候，能有一个拿得出手的

合适礼物回赠他们。

据说，近几年，开封着力恢复东方

“威尼斯”的梦想，他们正把龙亭湖、西

北湖、包公湖、阳光湖、铁塔湖等大片水

域连接起来，与当地的主要河流包括惠

济河、马家河、汴河、贾鲁河、涡河贯通，

形成“四河连五湖”的完整城市水系，打

造出一个人水城共融的美丽生态系

统。相信，开封的未来更美好！

——专访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城市战略部副主任张新民
□ 本报记者 张海莺

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县级市乐

清，地处东南沿海地区，是以“小商

品、大市场”经济发展格局著称的“温

州模式”主要发祥地，是典型的专业

功能县。乐清民营经济发达，拥有高

低压电气和电子元器件等10多个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中国电器之都”等

20多张“国字号”金名片、15家上市企

业、4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

2022年，乐清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1502 亿元、财政收入 139.39 亿

元。2002年至2022年的20年间，

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分别年均增

长10%、10.7%，综合实力跃居全国

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第 13 位，蝉联

2021年、202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榜单。

日前，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城

市战略部副主任张新民在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乐清在产业提质

升级、空间格局优化、公共服务优质

共享、城乡融合发展、环境宜居宜业、

历史文化传承等6个方面聚力，走出

一条具有乐清特色、时代特征的高质

量之路。”

聚力产业提质升级
增强优化核心引擎

记者：作为“中国电器之都”，乐

清电气产业成功获评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成为全国唯一以县域为主导

命名的25个入选集群之一。乐清聚

力“产业提质升级”主要有哪些创新

举措？

张新民：聚力“产业提质升级”，

做强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一是加

速推进电气产业集群蝶变。乐清先

后出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120

条”等政策，大力开展“千企智能化改

造”，通过补助标准提升、高效兑现、

金融助力等措施，智能化技改呈“井

喷式”增长。近3年，共完成854个

技改项目，兑现财政补助5.6亿元。

特别是 2022 年，新增智能化技改

305个，下达补助资金2.16亿元，电

气产业本地配套化率达85%。乐清

电气产业获评国家25个先进制造业

集群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县域

为主导命名的集群。乐清智能电气

产业占到全国65%的市场份额，带动

60多万新居民在乐清安居乐业。

二是构建完善产业创新生态体

系。乐清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产业发

展的第一动力，制定落实相关政策文

件，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高能级创新平

台建设，成功获评全国首批创新型县

市、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

县市。2022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304.14亿元，累计增速1.3%，占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重

77.9%，位居温州各县（市、区）第一。

三是建设电气产业人才蓄水

池。乐清深入实施“引才计划”，围绕

“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融合贯通”

目标，聚焦产业需要，推行“揭榜挂

帅·全球引才”等攻关模式，吸引高端

智力资源集聚。2022年，推动51家

企业和167位高端人才建立长期联

系，申报国家级、省级“引才计划”入

选8人，新引进博士后17人，新招引

大学生 19198 人，新增技能人才

16932人次，共认定81家企业的170

名技术岗位人员为实用型人才。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持续提升民生保障

记者：发达的民营经济、雄厚的产

业基础和强大的创新活力，为老百姓

富裕富足奠定了幸福的根基。乐清城

市建设和保障民生有哪些具体措施和

亮点？

张新民：聚力“空间格局优化”，

做优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载体。一是

构建“一心三组团多点”的县域城镇

化空间格局。在提升中心城区首位

度的同时，打造南部瓯江北岸现代化

产业新城、中部港产城联动的港口新

城、北部山海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二是打响“醉美之城·幸福乐清”

城市品牌。谋划实施总投资662.5亿

元的新型城镇化项目123个。三是

提升综合交通便利度。乐清综合交通

年度投资连续10年居温州各县区首位，

10年总额迈上500亿元历史高位，入

选温州唯一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县。

聚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提升

高质量发展民生供给。一是深化教

育资源优质共享。乐清推动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公办学校覆盖率达

91.06%。创新线上教育模式，推动

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乐清教育“e

课堂”被确定为浙江省教育领域第一

批数字化改革试点。二是深化医疗

资源优质共享。建成投用浙江省首

个县域远程医疗服务中心，累计完成

远程诊疗超4万多例，县域就诊率由

2019年的61.69%提升至2022年的

90.4%。三是发展普惠养老托育服

务。推进全龄友好社会建设，2022

年乐清市财政投入1.8亿元建设区域

性公办养老机构。

锚定共同富裕目标
擦亮生态人文底色

记者：乐清以打造浙江共同富裕

县域标杆为目标，聚焦城乡之美、生态

之美、人文之美，加快跨越式高质量发

展，可圈可点的重要举措是什么？

张新民：聚力“城乡融合发展”，

打造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样板。乐

清以上榜国家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

示范名单、成为浙江唯一入选国家发

展改革委10个直接联系试点之一为

契机，一体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乡村

振兴和未来体系建设，加快构建城乡

融合、优势互补、县域一体的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一是县城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近年来，乐清

通过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单村水站提

标改造，彻底改善了山区群众饮用水

条件。二是城乡要素流动更加顺畅。

“两进两回”，即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

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取得显著

成效。三是“村企共建”稳步提升村级

集体经济。充分发挥先富带后富制度

优势，迭代“村企共建”发展路径，促进

乡村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聚力“环境宜居宜业”，擦亮高质

量发展生态底色。近年来，乐清深入

践行“两山理论”，积极接轨融入浙江

省“大花园”“五美”新温州大战略大

格局，迭代升级“全域美”建设八大行

动，全域描绘、全面提升、全景展示新

时代乐清版“富春山居图”。

聚力“历史文化传承”，塑造高质

量发展精神家园。近年来，乐清以新

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持续

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社会新风尚，

高水平推进文化建设。

记者：乐清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成

功密码、幸福密码何在？

张新民：乐清县域高质量发展的

成功密码主要源于三点：坚持改革创

新是活力之源。乐清围绕系统优化，提

升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生态

环境、人文环境等一系列改革，释放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坚持做强产业

是富民之路。乐清把做好产业作为带

动就业、增加收入、创造税收实现强市

富民的根本之路，在产业集群、科创平

台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创新举措。坚

持民生为本是执政之要。乐清加强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社会

事业各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新局面。

鸟瞰乐清 （乐清市发展改革局供图）

江苏提出力争每年培育
4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灵石搭建平台创新服务
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本报讯 郑涛 赵志斌 记者郭建军

报道 近年来，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委、

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

于促进青年创新创业创造重要决策部

署，全力搭建创新创业平台，提供一流

创新创业服务，培育了一家国家级小微

企业双创基地、一家省级双创基地和一

家市级双创基地，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

厚，逐渐成为推动灵石县经济转型发展

的新动力。

日前，2023年“创客中国”晋中市中

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灵石县举办，进

一步点燃了广大创新创业者的激情。比

赛中，来自晋中市的企业及创客依次上

台展示，虽然参赛项目来自不同行业，但

创新的思维在现场不断碰撞出精彩的火

花，众多关于创新创业的好模式、好点子

不仅让现场观众啧啧称赞，还赢得了现

场评审团的好评。

据了解，此次大赛共有来自晋中市

的53家企业及创客参加，参赛项目涉及

智能制造（装备）、生物医药、物联网、新

能源等领域，通过大赛展示了晋中市企

业家和创客的良好风采，赛后还将推荐

优秀项目参加省级比赛，争取参加全国

赛事资格。

灵石县转型综改促进中心副主任

王玉海说：“2023年‘创客中国’晋中市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灵石县举办，

充分说明省、市领导对灵石的认可、信赖

和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服务和

支持，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用好高质

量发展系列政策，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

育体系，吸引更多的优秀项目和创新型

人才落户灵石、扎根灵石。”

本报讯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为培育一批有情怀、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的新时代“新农人”，江苏省农

业农村厅近日出台意见，多措并举加快

推进“新农人”队伍发展壮大。江苏明确

聚焦“80后”“90后”以及“00后”，实施

涉农大学生创业创新万人培训。同时，

从项目扶持、金融支持、指导服务等方面

探索建立省市县联动扶持和服务机制，

组织开展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力

争每年培育400人，推动全省“新农人”

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据了解，江苏将建立“新农人”动态

信息库，及时掌握各地“新农人”的发展

数量、人员信息、产业类型等情况，在此

基础上，针对“新农人”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强化实训操作、提升生产实践能力、创

新经营理念等角度开展针对性培育，全

力打造一支素质较高、本领过硬、示范带

动力强的“新农人”队伍。

江苏提出，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

度重视“新农人”培育工作，将其作为今

后一个阶段农业农村人才工作的一项重

点任务来抓，积极加强与财政、人社、教

育等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建立统筹推进

机制，形成推进合力。 （赵久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