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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园
——推动生态优势变发展优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山区县

来说尤为如此。

常山用20年时间，持续整治环境
污染、不断提升生态优势、接续培育生
态文化，绿色成了常山发展最耀眼、最
动人的色彩。

每到节假日，位于常
山县辉埠镇后社片区的矿
山公园会迎来一大批游
客，公园里石灰石铺道，一
簇簇观赏植物错落有致，
与身后高耸连绵的石灰岩
峭壁形成了一幅美丽的
画。

几年前，这片近 300
亩的土地上还分布着59孔
石灰立窑、10余家石灰石
开采加工厂和轻钙企业。

辉埠镇路里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刘志亮十分感慨：“以前村里有
很多家石灰厂、碎石厂，虽然带动了一
时经济效益，但是村庄环境也差了。现
在村里的环境好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我
们村旅游，村民的收入渠道也多了。”

如今，村里岩洞变成的网红餐厅、
羊棚改造的咖啡馆、猪栏打造的艺术馆
等吸引了大量游客。“花样”翻新“村游”
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在矿山公园的不远处，“藏”着一座
水泥厂。常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打破
了以往水泥厂“灰头土脸”的形象，变成
树木葱茏、鲜花竞开、流水潺潺，看不到
扬尘、闻不到异味的“花园式工厂”。

南方水泥公司总经理助理汪峰介

绍说，从2002年落户辉埠镇开始，企业
通过不断引进先进环保设备，加快技术
改造步伐。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进一
步降低煤耗电耗，加大高新技术和先进
适用技术在矿产品加工业中的应用程
度，全面提升矿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和
市场竞争力，企业迄今在技改方面投入
已达6.7亿元。

从原料到成品全封闭式生产，技术
改革的不断迭代，让园区既干净又安
静，周围的老百姓对企业的态度也从抵
触到认可。目前，该企业共有员工近
400人，80%来自常山本地。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常山正
向着“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城
乡更美丽”的方向前行。辉埠镇路里坑村由羊棚改造的咖啡馆

编者按：12月14日，《浙江日报》刊发了文章《担当实干勇争先 接续奋斗谱新篇 常山：更高水平建设“浙西第一门户”》，介绍常山在“八八战略”的统领下，经济社会

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予以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担当实干勇争先 接续奋斗谱新篇

常山：更高水平建设“浙西第一门户”
蓝图既定，行则必达。20年来，常山秉持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坚持以“八八战略”为统领，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

敲，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实施“八八战略”的20年，是常山发展史上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20年。2002年至2022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1亿元增加到200.6亿元，年均

增长9%；人均生产总值从0.7万元增加到7.7万元，年均增长9.7%。

击鼓催征，焕新启程。常山将继续深入实施“八八战略”，锚定建设“浙西第一门户”的目标不动摇，在奋进中遇见更好的未来。

斯凯孚中国小圆锥滚子轴承生产基地项目

一只轴承
——培育壮大百亿级产业集群
全面推进山区县跨越式发展，要以

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龙头。
20年来，常山县持续推进“工业强

县、产业兴县”，以产业大发展推动经济
大提速、大跨越。

轴承产业是常山的传统支柱产业
之一。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分工协作
不断细化的同时，也遭遇了发展瓶颈。
为此，常山召开轴承产业“二次崛起”发
展大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轴承等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吹响轴承产业发展新
一轮“冲锋号”。

常山皮尔轴承有限公司是全球轴
承行业巨头瑞典斯凯孚集团的斯凯孚
中国小圆锥滚子轴承生产基地项目。
在常山轴承产业“二次崛起”的布局中，
常山着力引进行业龙头企业，以龙头企
业作为“支点”，撬动整个轴承产业链发
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产生巨大的

“乘数效应”。
“斯凯孚集团的进驻，补齐了常山

轴承产业缺乏高端品牌的短板，持续拉
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带动了当地轴承
锻、车加工企业的发展。”常山县经济技
术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常山县共有轴承企业

100多家，全年实现产值40亿元。预
计到2025年，全县轴承总产值将突破
100亿元。

常山县经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常山将建设空间布
局合理、经济规模雄
厚、产业特色鲜明、创
新要素丰富、产品竞争
力强、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网络化协作和对
外开放水平高的先进
轴承产业集群，推动常
山轴承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由全球轴承产业链的中低端迈
向中高端。

来源：浙江日报

一滴油茶
——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眼下正值油茶开榨的好时节，常山

县各地收获的茶籽正新鲜开榨，浓郁的
茶油香飘乡村。

常山位于钱塘江源头，生态资源丰
富、农业基础扎实。立足于此，如何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常山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实施“两柚一茶”发展规
划，做优胡柚、油茶等传统产业，做强香
柚优势产业。

常山县油茶产业发展中心主要负
责人介绍，为科学抚育新种油茶苗木，
帮助村民解决油茶减收、品种陈旧等问

题，常山建成了省级油茶良种基地。
把好育苗关，更要产好油。20年

来，常山油茶企业深耕技术改造、产品
研发，通过加强校企合作，打造油茶全
产业链模式，实现油茶产业跨越式发
展。

近日，常山老牌油茶企业东茶茶业
科技有限公司订单不断，公司总经理裘
耀辉正带领员工将一批批油茶打包准
备发往全国各地。

“2019年，公司引进了世界先进的
德国冷榨生产工艺和设备，对油茶的生
产品质进行提升，充分保留了山茶油的
营养成分，目前生产产能达到1500吨

精制油，年产值5000万元
左右。”裘耀辉说。

除了山茶油，常山的
油茶企业还致力于开发多
款油茶新产品，通过新产
品切换到新赛道，把油茶
产业做得更大更强。

近年来，常山还积极
打造“产学研旅”生态模
式，促进油茶三产融合发
展，不断丰富“油茶+”旅
游业态，通过延长产业链
条，开拓群众增收途径。

眼下，常山共有油茶加工企业（合

作社）116家、精制油加工能力企业8
家，研发出化妆用油、茶皂素等20余个
系列产品，全产业链总值达13亿元。

常山有“中国油茶之都”的美誉

一张培训券
——带动百姓奔向共同富裕
如何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生

活？常山推出了由政府买单、农民自主

选择培训内容的“劳务培训券”制度，让
数万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学到了谋生技
能，走上了致富路。

20年来，“劳务培训券”从形式到
内容，均经历了多次升级。而常山之所
以能坚持不懈抓农民素质提升，关键在
于把准了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等方针政策的脉搏，根据农民
需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一次次赋予
培训券新内涵、新使命。

比如面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结构的
变化，2013年，常山成立农民学校，开
展大规模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培
育一批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符合农民自
身需求、符合新型城镇化需求的中高级

实用人才。
2016年，依托专业院校培训资源，

常山县又先后成立了常山阿姨学院、村
播学院、村党支部书记学院等专业“乡
土学院”，构建了系统化、全员化、精准
化、分众化、特色化、数字化的高素质农
民教育培训体系。

说起自家阿姨，杭州的谢女士竖起
了大拇指。谢女士通过“常山阿姨数智
服务应用”，浏览多幅“阿姨画像”后找
到了合适人选，与“常山阿姨”徐金莲签
订了家政服务协议。

去年，常山县开发了“常山阿姨数
智服务应用”，该数字系统构建了“在线
报名、在线学习、在线订单匹配、在线签

约结算”的全链条互动式数字化管理服
务，并融合了客户、阿姨、家政企业三方
评价功能。通过结合归集的各类数据，
建立“一人一档”，形成“阿姨画像”。

20年来，常山县新型城镇化率从
28.2%增长至51.1%；累计组织农民培
训25万多人次，推动农民转移就业10
万余人。

可以看到，20年的时间，常山描画
出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生殷
实的图景。站在新起点，常山将奋力争
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县
域典范，加快建设“浙西第一门户”，继
续精彩书写“八八战略”走深走实的常
山答卷。“常山阿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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