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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浙西南群山的
温柔环抱中，有一处宛如童话
的胜地——“童话云和”。云
和面积与人口均约占全国的
万分之一，这独特的比例赋予
了它“万里挑一”的美誉，恰似
一颗隐匿在山林间的璀璨明
珠，散发着别样的魅力。

近年来，云和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
要讲话精神，忠实践行“八八
战略”，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一以贯之实施

“小县大城”发展战略，践行
“全域5A”发展理念，用好“问
海借力”金钥匙，推动木玩产
业转型升级，加快打造全国山
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共富样板，
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今年“五一”假期，赤石乡赤石村迎来了
旅游高峰。“玫瑰花谷”里游人如织，大家纷纷
拿出手机记录下置身花海的美丽瞬间；仙宫
湖畔的云浪水上基地，不少年轻人正在体验
惊险刺激的水上摩托艇，感受水上运动的魅
力。

当下，云和正充分发挥云和梯田创成 5A
级景区的龙头效应，积极打造“一城一湖一梯
田”全域 5A 发展轴，串联全县 10 个乡镇（街
道），辐射带动 63 个行政村，全力推动全县域
文旅产业发展。

“我们计划通过 2 至 3 年的努力，把云和
发展轴打造成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轴、生态产
品价值转化产业轴、全域 5A 共享共富轴。”云
和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形成山区县城
牵引作用最突出、人口产业集聚度最高、生态

价值转化效能最优、公共服务一体化最集成、
城乡协同社会治理最有效、党建引领片区发
展最佳的“六个最”标志性成果。

近年来，云和把“公园乡村”建设作为深
化新时代“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和诗画浙江
大花园“最美核心区”建设的创新载体。通过
打造最美梯田、梨花微雨、十里云河三条特色
风景线，导入村庄业态，从而带动乡村振兴、
村民致富。目前已建设公园乡村先行村 10
个，赤石“嗨周末”“新岭畲寨”“鱼跃龙门”等
一批乡村富民业态火爆“出圈”。

为加快探索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换的
有效路径，2024年以来，云和连续举办两届公
园乡村运营合伙人招募大会，先后引进运营
团队 13个，实施项目 22个，完成 5个村庄整村
运营，有力推动“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

型发展。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官方账号聚焦了

云和县石浦村，向全球推荐石浦村超 800种及
20 万盆鲜花竞相开放的盛况，并点赞与当地
古镇韵味无缝融合的风景。

这正是得益于公园乡村运营合伙人招募
大会，引入专业的园艺科技公司，集中流转
100 多亩农田，重新打造“石浦花海”，并建设
花卉园艺产业园、船帮精品民宿，让多项产业
围绕这一块田野“全面开花”，重新激活村庄
发展活力。

促进低收入农户持续增收是有效缩小城
乡 收 入 差 距 、实 现 共 同 富 裕 的 重 要 途 径 。
2024 年，云和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3083 元，增长 11.8%，绝对值连续 7 年保持全
市第一。

一城一湖一梯田：公园乡村赋能“全域5A”

山区小木头，飞向全世界。
木制玩具是云和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

是山区县最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链之一。历经
50余年发展，云和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
多的木制玩具生产、出口基地，占世界同类产
品的 40%、全国的 66%，荣获“中国木制玩具之
乡”和“中国木制玩具城”的美誉。

传统产业不仅需要创新创造，更需要迈
向“智”造之路。木玩产业是如何实现从“传
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华丽跃迁呢？

近年来，云和深植产业数字基因，积极构建
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数字
经济门户网站、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及运行监测
预警系统等建设，推动木玩产业数字化转型。

云和浙江波微宙宇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思明是一位从上海来到云和的木玩创业

者。2019 年，他毅然辞去了在上海从事 10 年
的基金经理工作，和妻子一起到云和从事木
玩电商销售。

他瞄准国内外萌宠木玩市场“新赛道”，
根据客户定制需求，借力绘画 AI工具，生成设
计方案，再用雕刻机等标准化工具生产出全
世界独一无二的木玩产品，实现萌宠木玩个
性化定制、智能化设计。

这仅仅是云和木玩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
的一个缩影。云和还加快实施“数字生产线
—数字化车间—未来工厂”数字化智能化梯
度培育体系，开展“机器换人”行动，引导鼓励
企业应用 ERP、MES等数字化系统，推进关键
环节、关键工序数字化改造，助力打造“全球
木制玩具智创中心”。

目前，云和已培育木玩数字化改造标杆

工厂、“N+X”示范企业 9家，助力企业提质增
效，撬动企业转型升级，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加速器”。譬如浙江智木玩具股份有
限公司打造“数字化车间”，生产率提高 40%，
运营成本降低20%以上。

2024 年浙江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水
平评估报告》点评道：云和县作为“中国木制
玩具城”，高度重视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制
定专项扶持政策，设立专项资金，数字化转型
取得较好成绩，多项指标位居山区县前三。

云和木制玩具生产制造业的发展，带动
了县内快递运输、木玩余料再生资源利用等
业态的加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得益于木
玩产业，云和县内 3 万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约占全县常住人口的 1/4），成为云和实施
“小县大城”发展战略重要支撑。

木玩产业：传统制造实现“智慧蝶变”

童话云和，逐梦山海。
2002年，山与海的叙事开启新的篇章：云

和与北仑启动“山海协作”之路，朝着共同富
裕的目标携手共进。

多年来，山与海的故事不断增添新的活
力：2019 年，在省人社厅的牵线下，云和与嘉
兴港区建立结对帮扶关系；2021 年，云和、吴
兴两地签订《高质量跨越式携手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合作协议》，正式建立结对关系。
2024年，云和先后与浙江省海港集团、浙大控
股集团建立结对关系。

多年来，在省市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云和与三个结对地区坚定沿着“八八战
略”指引的路子大步前行，携手做好“共创共
享、合作共赢”大文章，扎实推进多层次、宽领
域结对帮扶，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升。三个
结对地区累计已经向云和提供各类援建资金
7亿元，实施协作项目170余个，有力促进云和
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提升。

在山海协作中，精准选择合作产业是关
键。2014年，宁波怡人玩具有限公司到云和投
资9000万元，用于建设制造和物流基地，以特色
产业培育优质企业，以企业发展带动产业升级，
为助力云和打造百亿木玩产业拉开了序幕。

项目援建是结对地区每年根据云和需求
开展的一项常态化工作：2019年以来，北仑区
先后投入 600 余万元建设“明星村落”——石
塘镇长汀村，实施沙滩木栈道修复、沙滩灯光
亮化工程等 10余个项目，打造形成“长汀十二
景”，成功帮助长汀村完成了从“留不住人”的
空壳村到“山里看海”的网红村的华丽蝶变，
年人均收入从 1.42 万元提升到 4.2 万元；吴兴
—云和“山海协作”共富村新岭村成功打造了

“桃花”经济流量 IP，每年通过举办桃花节活
动，吸引客流量 10余万人次，为村集体实现增
收 20 余万元；嘉兴港区投入 300 万元为安溪
村修建了“浦安桥”，目前已顺利通车，极大方
便安溪村民出行……

“飞地经济”是“问海借力”加快发展，促
进山海利益共赢，实现共同富裕的互惠纽
带。目前，北仑—云和“产业飞地”一期以评
估价 9.9亿元完成了资产转让工作；云和—吴
兴共富产业园于去年底开工建设。此外，云
和与三个结对地区“消薄飞地”运营每年返利
1200 余万元，极大助推云和低收入农户增收
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亲戚越走越近，感情越走越深；合作越走
越多，道路越走越宽。云和积极开展与结对
地之间的互访交流活动，在山海协作联席会
议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领导+部门”常态
化联席机制，推动山海协作工作上新台阶，携
手做好合作共赢的大文章。

“山海虽远，但隔不断两地情。”云和县政府
主要负责人介绍，23年的实践证明，山海协作并
非简单的“单向奔赴”，而是把山的劳动力、生态
等优势与海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有机结
合，形成陆海共建、山海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问海借力：奏响新时代协作“共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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