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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突破山

区县在地理区位、要素禀赋等方面发

展瓶颈，天台县把上市企业作为“地瓜

经济”发展重要基础之一，全面实施

“上市优先”战略，强统筹、优政策、快

帮扶、造氛围、建梯队，推动企业利用

资本市场平台不断往“高”攀、向“新”

进，引领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当年筹备上市花了7年时

间，而由我们扶持成长起来的一家公

司只用了约2年就成功上市。”陈不非

向记者感叹。在“以己达人，兼济天

下”的和合理念影响下，山区县天台频

频飞出“金凤凰”。目前，全县上市公

司数十家，在全省原山区26县中排名

第一；2024年1~11月，营业收入亿元

以上规上工业民营企业利润总额达

24.44亿元，占全县规上工业企业的

81.6%。天台高质量发展的“跨越”之

路越走越宽。

打好“文化牌”——

做大天台发展蛋糕，文旅产业这

驾马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

日益凸显。

天台是浙东唐诗之路目的地。近

年来，该县牢牢把握诗路文化“物化、

活化、产业化”三个关键点，以山水底

色、文化亮色联袂打造天台山名山公

园耀眼明珠，加速诗路文化向诗路经

济转化。

夏日傍晚，始丰湖畔游人如织，光

影摇曳，前来乘坐游船的游客已经排

起了队。“现在游客越来越多，有时会

工作到晚上10点。”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游船项目讲述9个故事，一晚上

最多的时候能演10场，一晚就能赚

2万元。”一位游客向记者表示，“这个

游船项目特别有创意，100元的船票

花得很值。”

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记者

随游客乘坐游船驶入始丰湖。仙气

氤氲，飞鸟环绕，随着玻璃舱门徐徐

打开，智者大师、寒山、李白、济公、徐

霞客等与天台有着深厚渊源的先贤

们“穿越”而来，或吟诗作文，或凌空

而舞。

伴随着潺潺水声，行走在赭溪老

街，各色小吃和娱乐项目让人目不暇

接。赭溪老街的商管负责人陈旭升

介绍，近年来，天台深挖文化资源，将

点燃“夜经济”作为文旅融合的“重头

戏”，打出“以食兴夜”“以游兴夜”“以

娱兴夜”的“组合拳”，引入上百个潮流

业态，以夜宴、美食、雅集、游园等国

潮活动打造商文旅IP。老街还推出

古风市集、非遗文创及衍生品设计大

赛成果展、文艺赋美晚会等系列文化

活动。

在诗路文化、和合文化、名山公园

等核心IP带动下，天台村镇发展起类

型多样的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成效显著。

天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有

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文化名山让新

兴业态更有活力。天台打造和合研

学、和合山宿、和合雅艺等六大消费

品牌。优化研学空间布局，创成国家

级研学基地1家、省级3家，数量居全

省前列。寒山多彩田园基地年均接

待研学学生超 5 万人，实现营业额

1100多万元，带动周边村集体年均增

收70万元。

同时，依托当地资源，天台以乡村

片区组团发展模式为契机，鼓励龙头

企业以产业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陈立祥告诉记者，企业出资1600万

元建设塔后村文化礼堂，带头推进塔

后片区建成精品民宿102家。“我们还

种植乌药、洛神花、铁皮石斛等11种

中草药1200余亩，并开设中医馆、艾

灸馆，全面开展中医药各科诊疗，形成

‘文宿+康养’特色产业集群。”

“和合善治”：蹚出融合新路

共同富裕是一场以缩小“三大差

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

为主攻方向的社会变革。日前，浙江

省委书记王浩在全省新时代“千万工

程”推进会暨缩小“三大差距”动员部

署会上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和做法，坚持以县域为重要单

元，聚焦山区海岛县、聚焦农村农民，

一体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

文章，加快缩小“三大差距”，奋力交

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高分答卷。

浙江之所以能在探索共同富裕上

先行先试，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三大差

距”较小。2023年，浙江省城乡居民

收入倍差已缩小到1.86，而在天台，

2024年有望缩小至1.83。一个山区

县是如何做到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略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均衡，是一个很关键的切入点。”

陈石秀对记者强调，“天台要高质量发

展，还必须坚定不移走好‘共富’路。”

促进要素双向流动——

在宏观视野下，“三大差距”属于

发展的“硬”问题，而在天台，则聚焦于

细微处，从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中

“软”配套的需求抓起。

“不管是地区差距还是城乡差距，

造成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育资

源差距。”天台县教育局党委委员叶安逸

对记者表示，县域是教育公平的主战

场。缩小区域教育差距，可以鼓励名

师积极到县域发光发热。

在共同富裕视野下，优质教育资

源并不稀缺，难点在于如何让优质资

源覆盖到更多的群体。为破解这一

难题，天台以打造“乡村名校”推进城

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指引，率先启

动乡村教育创新改革。“以前孩子们

写作文都说逃离山区，现在都是写收

获友谊。”石梁学校校长王影欣慰地对

记者说。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建设，都取

决于“人”这一关键要素。而对于乡村

而言，“留人难”是个普遍现象，不仅留

不住优秀的师资，也艰难于生源的流

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台探索城

乡抱团大联动。叶安逸向记者介绍，

自2019年起，天台在全省海拔最高建

制镇的石梁学校开展试点，与城区优

质龙头学校联合共建“教育飞地”教共

体。“城乡师生混合编班，夏季上山区、

冬季进城区，自从试点以来，石梁学校

实现20年来首次生源回流，新生增幅

超300%。我女儿也已经从城区转到

石梁学校上学了。”全国模范教师王影

笑着对记者说，“来到山上上学女儿很

开心，甚至还学会辨识公母蚂蚱了。”

畅通城乡交流是促进教育均衡

的“关键一环”。“实现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不仅要紧盯乡村提质，还要着

眼城区创新。要让乡村孩子体验到

城区先进的教育技术，也要让城区孩

子享受乡村自然的教育资源，以城区

带动乡村，以乡村补充城区，实现城

乡教育互融互通，抱团发展。”叶安逸

介绍，天台组织城区在校生定期到山

区学校联合开展素质教育和研学活

动，全县年均组织开展联合素质培

训、各类研学实践活动200余场次，

参与学生数超5万人次，相关活动深

受学生喜爱。

优势互补、互融互通、抱团发展的

模式，也促进了优秀教育资源在城乡

的流动。“2024年有两位特别优秀的

城区老师都来我们学校了，其中一位

还是全省优质课培养一等奖获得者。

2023年的中考状元也是在我们学校

产生的。”王影自豪地说。

2024年9月9日，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王影被授予全国模范教师荣誉

称号，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

见。天台的试点经验被教育部专家

誉为“全国首创的天台模式”。目前，

全县 43 所薄弱校与龙头学校实现

“教共体”全覆盖，既让乡村孩子在家

门口上好学，也提高了乡村群众的教

育获得感。

推动产业互融共生——

“和合”基因，润物细无声地流淌

在天台城乡发展的血液中，推动城乡

产业发展不断迸发出更大的动能。

“我们实施城乡融合新行动，以

‘千万工程’为总抓手，以县城为重要

载体，以城带乡，城乡联动，推动新型

城镇化，形成城乡互促共融的发展新

格局。”天台县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陈帮鹏向记者表示，教育资

源的积极流动并非孤立存在，放大乡

土资源的“教育表达”只是城乡产业互

融共生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天

台依托全国中小学

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优势，以建设

百门乡土精品课

程为抓手，打造

“五育融合”乡土

工程。始丰小学、白鹤小学等校建成

超200亩主题农耕区。寒山多彩田

园等20多家产业基地，年接待学生

超过1万人次，实现“富教育”和“富

产业”双丰收。叶安逸介绍，“我们还

编印乡土文化、自然生态等50多门综

合实践课程，引导全县中小学生在‘乡

村大课堂’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和合文化影响下，为了加速乡

村振兴，各行各业都在不断摸索和思

考如何“合”得更好。“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村企结对“提低”，是一

个有效路径。

三州乡车门湾村原是天台县的经

济薄弱村，地理位置偏僻，村集体经济

几乎为零。“我们积极响应号召，从资

金、技术、项目等多方位对车门湾村进

行结对帮扶。捐资35万元建起三州

车门湾茶叶交易市场，带动了周边19

个自然村共同发展。”陈不非介绍，同

时，企业还带去技术专家，派出营销团

队，为车门湾村提供科学种植、销售拓

展、品牌宣传等系列服务，让车门湾村

的人均收入从2003年的2000元增加

到现在的4.8万元，实现了偏僻山村

的凤凰涅槃，从而推动了整个三州乡

茶业的集约发展。

加速城乡富民增收——

富民增收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共同富裕的题中

之义。

“最大的‘共富’是员工持股。”陈

不非坦言，企业秉持“企职共赢、同心

共富”思想，多措并举“扩中”。通过

技改激励等方式切实帮助企业员工

特别是技术工人提高收入。“我们实

行技能津贴制度，每月按不同技能等

级发放津贴。同时还实行积分制技

能绩效考核制度，以技能成效为主要

考核要素，加大积分对绩效工资的权

重影响。”陈不非强调，企业还突出股

权激励，多方式支持员工持股，让更多

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自2013年实

施股权激励以来，已实行限制性股票

激励1次、员工持股计划激励2次，惠

及员工920名，其中高技能技术工人

38名。

这个从和合理念中悟出的道理，

正助力天台城乡创造更多的可能。

“只有民富了，村才会好。”平桥镇峇

溪村党支部书记王林辉告诉记者，

“我们依托山水和地理优势，以飞腾

峡漂流为牵引，盘活村口的闲置建设

用地，打造了一座既强身健体又能致

富增收的运动休闲乐园，填补了天台

县休闲体育乐园空白。”王林辉介绍，

峇溪村发动村民“自愿入股”，形成

“乡贤投资+村集体参股+农民持股”

的模式，即荣升公司投资60%，村集

体以土地资源入股10%，120户村民

每户投资1万元占股30%。项目建

设完成后，农民既可持股又能创收，

每年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为农户

创造股权分红收入近60万元，直接

带动70多人实现就业。

“我和母亲加起来一共入了2股，

第一年就见效了。”村民王钦告诉记

者，除了入股的收益，管理卡丁车的

工作每月还能增收3000元。“家里的

2亩田也承包给别人了，一年 2000

元，一共加起来的收入也不少了。

以前我们是附近最穷的村，只能吃

大米壳，现在天天吃肉都行。”王钦

满足地说。

近年来，天台依托优势资源，加速

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天台被

誉为“东南药府”，打响铁皮石斛、台乌

药、黄精“三棵仙草”品牌，成为天台探

索中药材富民增收的新路径。

“促进中药产业发展，是天台助力

山区共富的抓手。”陈帮鹏表示，这就

需要加强野生中草药物种资源的保护

与开发，统筹发展规划、强化数字赋

能、推动延链扩产。目前，天台中药材

种植面积达2.5万亩，总产量2662吨，

全年总产值超20亿元，形成以天皇药

业为代表的中药材加工企业群，带动

就业5450余人。

记者在浙江禾田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禾田兴”）的黄精基地

看到，成片的黄精正在经历着九蒸九

晒的加工过程。“我在黄精相关领域已

经干了12年了，以前只卖2~3元一

斤，随着近年来政府部门对黄精事业

重视程度的提高以及积极培育市场，

黄精以每年几百亩的需求递增，如今

已经卖到几十元一斤了。”基地负责人

张华告诉记者。禾田兴董事长陈碧玲

向记者介绍，现已同兴水村及周边村

民流转林地550亩，190元/亩，费用

10万/年。“目前，企业已带动周边村

及村民种植黄精2000多亩，有效带动

周边乡镇和村民增收增效，一年带动

农户增收近300万元。”

天台县农技推广总站副站长林文

韬向记者介绍，天台推动中药材规模

化种植，探索“企业+村集体+标准化

生产+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创建侨

助工坊、共富工坊，形成产业进乡村的

规模效应，实现林下生态经济效益和

农民增收共富双赢。目前，全县“三棵

仙草”种植面积1.2 万亩，解决就业

2800余人，全年雇工达2万多人次，

带动增收超1亿元。

“我们工坊是负责收黄精的，来帮

忙的包括低收入农户，以及上有老下

有小的妇女。”街头镇重九堂共富工坊

负责人陈晓微欣慰地对记者说，“这几

年收黄精的量翻倍涨，在帮助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的同时，我们的收益也

随着翻倍涨，现在都有多余的资金去

搞投资了。”

“以前土地流转租金每亩约600

元，现在流转给我们用作基地种铁皮

石斛中药材，租金翻了近三倍。”陈立

祥告诉记者，在天台有5000亩铁皮石

斛种植基地，常年聘用的村民近200

人，用工高峰期需要1000多人。

奋力绘就和美画卷——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

物质财富的富裕和精神财富的富有。

“天台山和合文化是中华和合文

化的鲜活样本。”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

化研究所所长何善蒙认为，所谓鲜活，

是指和合文化至今仍在当地发挥重要

作用，它融入百姓的思想之中，体现在

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中。

“企业永葆青春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和谐的员工关系。”陈不非向记

者介绍，为解员工后顾之忧，企业建

设了儿童托育园，免费为员工提供子

女接送和托管服务，5~8岁的员工子

女都可在此托养。同时还设立党员

互助基金会，对困难员工给予经济和

情感关怀，共帮扶困难员工386人，

帮扶资金达341万元。特别是，企业

搭建的“1890”（一拨就灵）大服务平

台，为广大员工提供了技能技术、住

宿餐饮、金融贷款、普法维权等全方

位服务。

为进一步解决群众“就业难”、企

业“招工难”问题，天台县利用接地气

的赶集习俗，创新建立“基层就业服务

集市日”机制，通过服务站点“搭台”、

服务人员“摆摊”、基层群众“赶集”的

方式，变被动为主动，将就业服务下沉

到群众“家门口”，打造“15分钟就业服

务圈”。截至2024年12月底，共举办

“集市日”活动174场，服务企业1678

家次、群众3万人次，促进就业6192人

次，帮扶重点群体就业2719人。

治理有效是推进城乡融合的重

要保障。天台“生意人”很多，但同时

也存在生意失败的风险。如何给诚信

债务人一个“重生”的机会，是天台县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

聚焦点。

“作为浙江个人债务清理试点县

之一，天台县从助推社会治理体系治

理能力现代化出发，在全社会营造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不断激发经营主体的创业创新活

力。”天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王卫向

记者表示，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已经

有72名经过诚信听证的债务人与债

权人达成重整协议，直接化解债务纠

纷502件。

“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

去。”天台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

打造新时代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城

乡，已成为越来越多人心向往之的“诗

和远方”。如今，一幅“景秀、业兴、民

富”的新时代城乡画卷正在浙东大地

徐徐铺陈。

倚“特”而立 奔“富”前行

天台山大瀑布 （天台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