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领绿色崛起 打造“丽水样本”

——访丽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饶鸿来

文娜

作为浙江大花园建设的核心区，丽水的绿色生态之路越走越精彩。如何实现“盆景”变风景、家园变

“花园”？丽水这样破题：走好“三条路”；聚焦聚力省市县共建浙江（丽水）绿色发展综合改革创新区，

创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典型建设为抓手，用“丽水样本”实现“两山”理念革命和美丽蝶变

和“欧洲屋脊”——瑞士一样，过去，丽水也有着类似的称呼——“浙江西藏”。“穷在山上，苦在

路上”一度成为丽水绿色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绿

色发展高地、全球知名的健康养生福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丽水吹响大花园建设的“集结号”。

2019年，秀山丽水将怎样以“丽水之干”担纲“丽水之赞”，唱响大花园建设最强音？近日，本刊记者就

此话题采访了丽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饶鸿来。

《浙江经济》：年初，省发改委印发了《浙江省大花园建设核心区（丽水市）规划》。围绕“一园、

五美、九大项目”的大花园建设战略部署，丽水将全力打造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2019年，丽水市发改

委将如何勇挑重担，将大花园建设规划落到实处？

饶鸿来：《浙江省大花园建设核心区（丽水市）规划》印发后，丽水市发改委立即启动编制任务细化

分解方案，确定各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为切实把规划落到实处，要重点走好“三条路”：

走好以绿色生态为底色的“美丽之路”。生态是丽水最靓丽的底色，我们将联动开展“三大行动”：

一是全面开展“生态保护行动”，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深化“五水共治”，打好劣 V 类

水剿灭战和地质灾害治理“大搬快聚生态富民”攻坚战，坚决守好“生态底线”。二是全面开展“美丽丽

水行动”。统筹美丽城市、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园区、美丽河湖建设，打造“五美城乡”升级版。



对标国际标准，以丽水全域为基底开展国家公园创建。到 2022年，全力创建 5A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 3家以上。全力打造大花园旗帜性项目，实现串珠成链，努力建成瓯江绿道 2600公里以上。深化“六边

三化三美”“治违拆违”工作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三是全面推进“全域景区化行动”。到 2022年，

培育 A级景区村 1000个、3A级景区村 120个，让城美、乡美、景美和“边”上风景成为丽水全域景区化

的窗口。同时，保护和传承好丽水独特的地域文化和迷人的乡风民俗，让丽水真正成为“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心灵归属地。

走好以绿色生产为抓手的“融合之路”。把创新放在加快推进绿色发展的核心位置，解决发展动力问

题。一是加快发展生态农业，优化农业空间和功能布局，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实施“丽水山耕”品牌提升

工程。到 2022年，建成海拔 600米以上“丽水山耕”绿色有机农林产品基地 100万亩。九大主导产业产值

占农业总产值 85%以上，全市使用“丽水山耕”品牌农业主体 1000家以上，农业标准化生产率达到 65%，

全市实现网络零售额 590亿元以上。二是加快发展生态工业，坚定不移发展壮大生态工业“第一经济”，

推进制造业智造化、集约化、绿色化。到 2022年，全市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医药等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分别达到 410亿元、590亿元和 180亿元，区域“两化”融合评估指数达到 70。三是加快发展生

态服务业，着力打造一批海拔 600 米以上康养为主题的“避暑康养 600”小镇，全面实施“丽水三宝”、

云和木玩两大百亿工程。到 2022年，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150亿元，占 GDP比重达 7%以上。

走好以绿色生活为目标的“共享之路”。围绕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建立健全共建共享机制，全力打通“两山”快速转换通道，走出一条体现丽水特色的绿色发展

综合改革之路。一是深入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在每年 7月 29日，即丽水生态文明日，召开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际研讨会，进一步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的“丽水样板”。二是深入推进综合交通建

设。提升对外交通互通互联能力，构建“三纵三横”铁路网络，积极融入全省“空中 1小时交通圈”，畅

通市域内部交通，优化通景交通体系，完善景区交通“最后一公里”。三是深入推进全域旅游。构建“一

心一轴四区”全域旅游空间格局，着力打造瓯江山水诗之路黄金旅游带。加快重大旅游景区打造，积极推

进缙云仙都、古堰画乡等创 5A建设。加快谋划建设瓯江中上游休闲养生新区，全力打造休闲文旅康养产业

集聚带。四是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实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到 2022

年，农民收入、低收入农户实现“八个万元”新增目标要求。

《浙江经济》：丽水是全省首个省市县共建绿色发展综合改革创新区，在绿色发展谋划、生态适宜产

业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先行先试，目前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饶鸿来：袁家军省长在第一次听取《浙江（丽水）绿色发展综合改革创新区总体方案》汇报后指出“，

它是一个专项性方案，是省市县共建的方案；是山海协作、联动发展的方案；是政企联创、社会资本跟政

府资本共同参与的方案；更是一个体现改革创新的高举高打方案。”总体方案正式实施后，丽水全市上下

凝聚合力共推绿色发展的劲头更足，聚焦改革创新的成效更加明显。

始终牢筑“绿色屏障”的底气更足。通过推进标准管控，制定推广丽水山耕、传统文化村落、公共厕

所、农药化肥区域准入等九大标准；不断强化环境监管体系，启动实时在线、覆盖全域的“花园云”建设，

完成全域 1:2000“污染源地图”绘制；将全市 95.8%的区域列为生态空间，最大限度抓好生态保护，并将

“生态报表”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总指标之一，丽水的生态优势得到扎实巩固和拓展。2018年，丽

水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 15年全省第一，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连续 11年全省第一。

生态适宜产业发展的动力更强。传统产业转型提升，松阳县古市镇成功申报国家农业产业示范强镇，

青田县阜山乡等 3 个乡镇成功申报省级特色农业强镇，景宁县鹤溪镇（惠明茶）创成省级特色农业强镇。



2018 年，10 大传统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1%，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 338台。新兴动能加快成

长，成为全省现代化生态循环农业整建制试点市，新培育合作基地 1122家，品牌销售额累计达 135.20亿

元。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健康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9.1%、15.3%和 27.5%，增幅排名均为全

省第一。

科学推进“两区建设”的体系更全。聚焦攻坚创新区，聚力建设大花园，在联动推进上精准发力。与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钢铁研究总院、中国农科院环发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筹备成立中国（丽水）

“两山”学院、省大花园建设研究院，高规格举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际研讨会。19个省直部门与丽

水签订厅市合作协议。研究打造大花园建设九大特色规划，高质量完成《浙江省大花园核心区（丽水市）

建设规划》编制。谋划 164个重大项目，投资额超 7300 亿元。谋划丽水特色综合改革体系，24项重大改

革任务和 18项“一县两试点”改革顺利实施。

创新打造“丽水样板”的步伐更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走在全国前列，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案例入选“改革开放 40年地方改革创新 40案例”。在全省率先实现“最多跑一次”改革事项标准

化全覆盖，打造全省领先的中介服务“网竞平台”“，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率为 90.9%，居全省第一，

群众满意率为 96.4%，保持全省第二。在全省率先推进部门间“最多跑一次”改革，共梳理公布 31个市直

部门 310项部门间办事事项，事项办理提速率平均达到 53.1%。

《浙江经济》：丽水市生态环境良好，是中国生态第一市。其中，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GEP）方

面的创新性探索，更是引发多方关注。能否简单介绍，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关键点和着力点是什

么？

饶鸿来：作为一项涉及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性、系统性、社会性改革，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需要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市场化运作，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就是要推进六大体系建设，这六大体系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缺一不可。

价值核算评估体系建设。在国家长江办、省发改委的指导下，与中科院、斯坦福大学、昆士兰大学等

国内外顶尖研究团队合作，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办法，挖掘梳理新一批生态产品目录。其中，

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团队的研究项目已成为国家标准委重点项目之一，丽水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办法有

望在试点期内在国家层面推广。

“两山”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加快两山学院建设。以两山学院为平台，为全国做好“两山”

转化人才培训工作，助推两山学院成为“两山”转化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高地。

推进生态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以生态信用正负面清单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将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等有

利行为列入正面清单，将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等行为纳入负面清单。对照生态信用正负面清单，构

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联动机制，对守信主体给予优先便利和其他支持，对失信主体启动联动惩戒模式。

立足 GEP 核算指标体系，统筹考虑企业资源、能源、绩效等属性，建立生态信用指数，帮助企业量化生态

信用价值。

生态产品交易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市级政府采购生态产品机制。同时，积极与国开行开展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相关合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重大项目争取更多金融支持，合作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交易

平台，力求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市场化应用、生态产权和生态产品交易等方面进行突破。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体系建设。探索以国家公园创建，带动农旅产品升级溢价；探索企业园区“验

地“”验水“”验气”制度，打造绿色青山间，蓝天白云下的生态优势工业；加快大花园串珠成链，探索

新型生态产品。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建设。推进生态文化宣传教育，探索国民绿色生活标准体系建设，勇当

“绿色生活领跑者城市”。将生态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生态文化教育课程纳入教学大纲。对自

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生态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保护与修复完善。

《浙江经济》：典型创建是浙江以点带面推进大花园建设的重要举措。丽水市有 4县（市）入选浙江

省大花园典型示范建设单位和培育单位名单。能否简单介绍市级层面在典型示范建设方面的部署和工作安

排？

饶鸿来：丽水是全省大花园最美核心区，理应当仁不让扛起大花园主战场的重任，丽水市发改委提出

了“到 2022年典型示范县单位全覆盖”的目标，将推进典型示范建设作为评价各县（市、区）大花园建设

成效的主要指标，列入年度市委市政府对各地的综合考核。下一步，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深化开展“人人成园丁、处处成花园”行动。积极开展以喜闻乐见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进社区、进家

庭、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营造人人参与良好氛围。培育打造百县千碗、百县千景、百县千堂、百县

千院、百县千吧（“五百五千”工程）等体验性应用性强的活动载体，力争入围全省第二批典型示范单位

3家以上。

深化九大引领规划体系建设。实施大花园核心区规划，推进实施丽水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综合交通

规划，加快编制丽水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瓯江山水诗之路专项规划、瓯江中上游休闲养生新区规划、瓯江

流域文化创意产业带规划、高山 600避暑康养基地建设规划、抽水蓄能电站规划等规划。

深化九大工程体系建设。全力推进国家公园、瓯江绿道、大搬快聚、浙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有机

更新、生态产业园、高品位酒店群、5A 景区创建、康养小镇等九大工程建设，预安排实施类项目 73 个，

总投资 520亿元；前期类项目 36个，总投资 645亿元；谋划类项目 44个，总投资 794亿元。

深化大花园标准体系建设。深化瑞士标准研究，结合丽水实际，分解落实各地、各部门职责，研究制

定“国家公园+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田园+美丽河湖+美丽园区”建设系列标准，有序推进大花园建设标

准化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