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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奋力谱写“青年衢江”建设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方心怡 叶晓轩）11月20日至

22日，省级督导评估组来到衢江区，就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工作开展为期三天的督导评估。

区委副书记、区长贵丽青参加汇报会并作创建工

作汇报，区领导徐东升参加。

近年来，衢江区以“两区一地”为工作目标，

推动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建成以城区

为核心，衢南、衢东、衢北为片区的一核三区的发

展模式。持续加大人才引育力度，配强“头雁”队

伍，探索教师“一优两强三金四特”评选，“比拼晾

晒”等工作机制，营造爱才生态，建强师资队伍；

扎实落实规范办学，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秉承“一

个都不能少”理念，建成全省首家专门学校。建

立上下一体、运行通畅、执行有力的联席会议机

制，全力满足、破解，教育发展的所需、所忧、所

盼、所急的短板。多措并举地推进全区的义务教

育驶入优质均衡发展快车道。

汇报会上，贵丽青就衢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创建情况作简要汇报。她强调，本次全国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是衢江人民翘首以

盼的大事和喜事，也是衢江区委区政府坚决干成

的郑重承诺，更是衢江全体干部破釜沉舟的合力

攻坚。衢江区将以此次督导评估为契机，认真梳

理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建议，坚持问题导向，以最

坚决的态度抓整改；坚持目标导向，以最有力的

举措抓提升；坚持结果导向，以最坚实的保障抓

长效，大力改善城乡办学条件，配优建强区域教

育资源，全力构建“青年衢江”的教育高质量发展

体系。

督导评估期间，督导组深入衢江多所学校，

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考察、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

方式，全面督导评估当地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教

学质量及政策保障等情况，并提出反馈意见。省

督导评估组充分肯定了衢江义务教育工作成果，

对开展本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省级实地督

导评估作简要说明。

本报讯（记者 叶建康）11

月21日-22日，四川省北川县政协党

组书记、主席王军带队来到衢江区，

就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展开调

研。区政协毛卓战、副主席王立宏陪

同。北川县领导杨国兴、李智、杨晓

军参加。

高家未来农业园区考察高科技

农业展厅内，各类蔬菜通过卡盆培、

立柱栽培或无土水培等种植方式实

现高产量生长，这引起北川调研组一

行人的浓厚兴趣。在认真听取衢江

引进“寿光模式”种植科技蔬菜，农业

产业在科技、智能、绿色加持下，探

索、打造“寿光—衢江”农业产融共富

模式，为实现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提

供强大支撑后，调研组成员对此给与

充分肯定，希望能借鉴该模式加强资

源合作。

盈川未来社区经过整村改造后，

依托自然资源深挖初唐文化，引进新

业态，探索“整村经营模式”，打造农

文旅融合的未来乡村，助力共同富

裕，北川调研组对此表示由衷称赞，

对衢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有了更

深了解。

在荷鹭牧场、菇乐农业等地，调

研组实地了解两家企业产业发展情

况，从产业融合发展中感受到衢江发

展新动能。

? ?调研组一行认为，衢江区在数

字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美丽乡村等

方面有举措、有创新，本次考察学习

为两地提供了很好的交流互学契机，

会把衢江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带回北

川，结合自身实际，认真学习借鉴好

思路、好经验、好做法，把所见、所闻、

所想、所得融入到具体实践中去，为

北川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本报讯（记者 汪舒宁）11月23

日，衢江区峡川镇群众体育中心（雅

琼羽毛球交流中心）正式开馆。

峡川镇群众体育中心总投资约

400万元，是鄞衢山海协作在衢江的

又一“结晶”。该体育中心紧邻峡川

镇中心小学，占地面积 539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657 平方米，地下一层为

停车场，地上一层为大型商超及综合

功能区，地上二层为羽毛球场。

出席的有关领导、嘉宾共同为场

馆揭牌。仪式结束后，黄雅琼一行实

地参观了峡川镇群众体育中心。“家

乡建成了这样一座专业的运动场馆，

我真的非常开心。”黄雅琼说，此前她

了解到峡川镇中心小学的体育馆是

由食堂改建的，群众体育中心的建成

将为孩子们训练提供更好的条件和

环境，“如果有时间，我非常愿意回到

家乡和同学们交流打羽毛球技巧。”

峡川镇群众体育中心是衢江区

首个集羽毛球、健身等多项目综合服

务为一体的乡镇运动场馆，它的建成

填补了衢北地区运动健身综合体的

空白，为群众提供了更加优质的运动

环境，为衢江体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当天，峡川镇首届

群众羽毛球赛就放在该场馆举行，代

表大桥村参赛的大二学生徐鹏翔在

男子单打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他高兴地说：“原来我都是在院子里

打羽毛球，场地很不平整。这个场馆

建成以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专业的运动环境了。”

据了解，该体育中心将与峡川镇

中心小学共建共享，同时与专业机构

合作，引进更优秀的羽毛球师资力

量，丰富辖区群众业余生活。

本报讯（记者 王雨婷）今年以

来，衢江区不断加快项目建设和文

旅产业发展，体育馆赛事云集、三

馆两中心投入使用、银泰城即将开

业……如何让这些核心产业发挥出

附加值？衢江区通过谋划布局建设

10 条高品质特色街区，为青年衢江

发展赋能。

浙西青少年球类运动基地是衢

江区首个标准球类运动场地，目前项

目建设进度已达80%，计划明年上半

年投入使用。而在基地东侧，占地

2.7万平方米的衢州首个海洋世界项

目也如火如荼建设中。结合球类运

动和海洋馆两大业态资源，衢江区计

划在两个项目的南侧打造一条长约

16 公里的“全民健身运动长廊”，为

青年人提供运动、休闲的好去处。

“全民健身运动长廊项目计划

是 12 月份左右能够开工，东起霞飞

路，西至宾港大道，这里已经有两个

比较成熟的小区，还有育才小学，以

及新建的球类训练基地、海洋公园等

等，所以我们也是把整个区块打造地

更加成熟、配套齐全。”衢江区建投集

团项目前期部负责人陈开飞说。

丰富的体育配套设施，新颖的

亲子游玩业态，共同串联起衢江“运

动特色街区”。

近年来，衢江区不断打造衢江青

年所需配套街区项目，围绕东方商

圈，对城市用地再规划。今年5月20

日上线的爱情街，位于衢江东方商圈

内，色调鲜明的涂鸦墙绘、充满爱情

元素的卡通雕像，营造出青年人“爱

在衢江”的美好氛围。街区内特色小

吃、新潮玩物、文创周边，吸引很多年

轻人前来打卡、拍照，让年轻的衢江又

多了一处青年人畅享生活的新场景。

“我们这里也预留了大量的休

闲空间，有小广场，有这种座椅，也给

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聚

会、约会场所。”爱情街运营机构负责

人帅军说。

在位于樟潭街道信安西路的杨

继洲中医针灸文化街，又是另一番热

闹的景象。这是一条深度融入中医

针灸康养文化的特色街区。随着杨

继洲针灸传承创新与产业化发展主

题论坛、世界针灸康养大会等国际大

型会议在衢江举办，中医文化对衢江

年轻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趁着这波流量，衢江区打造杨继

洲中医针灸文化街，并开设名中医

馆，为年轻人提供针灸、拔罐、穴位按

摩等中医理疗服务。

“杨继洲针灸文化特色街区里面

有我们的杨继洲针灸名中医馆，我们

会邀请全国各地的名老专家到我们馆

里坐诊。更好地服务老百姓。”衢江区

中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毛剑霞说。

“青年人喜欢什么、衢江就打造

什么场景，青年人追求什么、衢江就

布局什么业态”，在这样的发展理念

下，以银泰城、体育馆、文化馆等为核

心的酒吧街、电子竞技街等 10 条高

品质特色街区也正在积极谋划当

中。今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街区建

成，衢江这座年轻的城市将迸发出源

源不断的新活力。

“3！2！1！起爆！”11 月 21 日 9

时22分，随着“轰”的一声，浙江华电

乌溪江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以下简

称“乌溪江混蓄项目”）2号施工支洞

中爆破声响起，拉开了一天施工的序

幕。

爆破的硝烟散去，机器轰鸣，

挖掘机、铲土车轰鸣声不绝于耳，

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乌溪江混蓄项

目建设现场进入一派热火朝天的

施工景象。

2号施工支洞开工，标志着混蓄

项目建设进入新阶段。“2 号施工支

洞是 16 日开始施工爆破的，现在按

照每天爆破一次前进1.5米的速度稳

步推进，我们正全力冲刺年内主体工

程开工。”乌溪江混蓄项目董事长许

晓军介绍。

乌溪江混蓄项目被列入国家能

源局《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1-2035年）》，是浙江省“千项万

亿”工程，总投资23亿元，去年12月

31日辅助工程正式开工。混蓄项目

现场总指挥王伟说：“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东部地区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

能电站、国内首个超大岩塞式中型抽

水蓄能电站、国内最大椭圆竖井式半

地下厂房抽水蓄能电站。”

站在乌溪江混蓄项目建设的现

场，道路、桥梁等同步施工的景象尽

收眼底。“当前正处辅助工程施工高

峰期。”混蓄项目工程部主任童康介

绍，现场施工作业已投入人员160余

人、工程机械30余台套。

“后续开挖的支撑防护、混凝土

浇筑施工，将严格按照方案，加强科

学调度和现场管控，保证工程高效高

质量有序推进。”看着天气预报不断

降低的气温，混蓄项目工程部原主任

黄晟国说，建设者们争分夺秒，以“满

弓”状态全力冲刺，掀起混蓄项目建

设的“冬季攻势”，争取主体工程年内

开工。 衢州日报

北川县调研组来衢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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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雅琼羽毛球交流中心”开馆

十大特色街区日趋完善 青年衢江迸发新活力

乌溪江混蓄项目建设”冲刺跑“

仙霞湖和仙侠湖实际上都是指

衢州饮用水源地湖南镇水库。丽水

市遂昌县湖山乡是其源头之一，称之

为仙侠湖，约占17平方公里；衢江区

举村乡举村村则地处仙霞湖腹地，是

乌溪江国家湿地公园的最南端，与湖

山乡湖山村交界，约占16平方公里。

两村隔湖相望，共守衢州这口“大水

缸”，水质常年保持在I类标准。

近日中午，举村村党支部书记邱

竹呈一放下碗筷，就启动快艇开始巡

视仙霞湖。劝阻非法捕捞、巡查漂浮

垃圾等是他的主要任务。而在差不

多时间，一架无人机从湖山乡生态联

勤警务室的楼顶飞出，也开始对仙侠

湖的巡视，查看水面违规养殖和垃圾

漂浮、违法排污等。两地相距四十多

公里，“保护”已成为双方在工作上的

一种默契。

1935 年，红军挺进师建立了以

仙霞岭为中心的浙江第一块红色革

命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仙霞湖因处于仙霞岭余脉而得名，山

林间依稀留有先辈们战斗过的痕

迹。微风拂过水面，荡起层层涟漪，

偶有三两白鹭飞过，为这片绿水青山

增添了几分灵动。

邱竹呈相告，在推进“五水共治”

前，举村村内有两家规模生猪养殖

场、一家毛竹加工厂，鸡鸭散养，还有

网箱养鱼。那时家家户户有船，每到

夜晚，湖面上一片挑灯捕鱼的亮光。

从2013年底开始，生猪养殖场、

毛竹加工厂陆续关停。2015 年 12

月，乌溪江湿地公园通过国家林业局

验收，仙霞湖成为湿地保育区。一套

完善的环境保护机制逐渐形成，但为

保护这口大水缸的水质，处于“禁养

区”的举村人也作出了巨大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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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两“xiá”共守护

本报讯（记者 周万 通讯
员 周爱珠）赋能衢陈皮，同柑

亦共富。11月15日，衢陈皮大

健康科创产业园在衢江区廿里

镇开园了。

该产业园由衢江区人民政

府、浙江中医药大学衢江研究

院、衢州芸香源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建设，总投资 1.5 亿元，占

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将着力

打造衢陈皮“标准、植保、加工、

仓储、检测、认证、溯源”7S中药

材产业技术服务体系。

产业园之所以选在衢江，

正是因为衢江椪柑悠久的种植

历史和深厚的产业基础。衢江

区作为中国椪柑之乡，有着

1400 多年的椪柑栽培加工历

史。据衢州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中药材研究所对衢陈皮的检测

报告显示，其橙皮苷含量平均

在 5.0%以上，这种高含量的药

用成分，使得衢陈皮成为药材

市场的抢手货。2018 年，衢陈

皮被列为中药材产业“衢六味”

之一。今年，陈皮列入国家第

二批医保联采订单。

走进衢陈皮大健康科创产

业园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熟

练地给柑橘剥皮。9300平方米

的生产中心，24 名专业技术人

员，6 条陈皮生产线，12 台剥

皮、烘干机器，可储备陈皮4000

吨的仓储中心……随着“陈

皮+”概念不断延展，陈皮产品

种类日益丰富，衢江陈皮产业

也迎来快速发展的新机遇。

浙江中医药大学中衢江研

究院院长张春椿表示，产业园

以提升陈皮陈化工艺为主要目

标，设有椪柑老树实验田、加工

陈化车间，把控不同种植、陈化

条件下的陈皮有效成分等指标

的变化，优化陈化过程中各项

参数，建立最优工艺与质量体

系。

尽管品质优良、产业起步

扎实，但与闻名遐迩的新会陈

皮相比，衢陈皮发展还处于初

始阶段。如何在未来实现弯道

超车？延伸产业链、推进标准

化生产、创新提升附加值成了

破局关键。

2023 年 3 月，浙江中医药

大学与衢江区共建浙江中医药

大学衢江研究院，开展了衢陈

皮标准体系建设研究和产品研

发。

浙江中医药大学是具有中

医药特色优势、需要通过产业

合作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

用的高校。衢江区是具有陈皮

产业发展特色优势的县域，年

产陈皮稳定在2500余吨，占全

市总量的 50%。“这次校地合

作，是一场产业需求与科研成

果供给的双向奔赴。”浙江中医

药大学衢江研究院副院长李石

清坦言。

科技创新关键在于科研人

才，衢陈皮大健康科创产业园

产业园设立了产品研发中心、

检测试验中心，浙江中医药大

学博士工作站，浙江中医药大

学衢江研究院在产业园实现了

实体化办公。

依托研究院的科研优势，

产业园高效完成系列科研成果

转化。通过构建“衢陈皮”的国

家行业标准及质量管理体系，

团队目前已经研发陈皮酒、陈

皮茶、陈皮膏方等百余款“衢陈

皮”系列产品。

“衢陈皮提取物富含挥发

油、黄酮类化合物等活性成分，

其中橙皮苷含量高于市场上其

他陈皮，以此开发高附加值的

衢陈皮衍生产品，未来在健康

养生、日常食用等方面必然有

着广阔的市场。”李石清对衢陈

皮产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这一看法也与衢陈皮产业

合伙人、江西扁鹊中医药大健

康有限公司总裁陈岗福不谋而

合。“跑遍全国15个省，80多个

种植基地，在衢江找到了家的

感觉。”在给衢江营商环境点赞

后，陈岗福憧憬了衢陈皮产业

在衢江未来的发展，产业园在5

年内合作共建椪柑种植 GAP

标准化基地10000亩以上，生产

销售陈皮产品 3 万吨以上，产

值突破 10 亿元，其中，药用陈

皮相关产品产值 4 亿；三花陈

皮产值 4 亿，陈皮产品和提取

物产值2亿。

小陈皮托起大产业

如何突破生态保护的市际圈层？

生态资源是最普惠的公共资源，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协同推进

“五水共治”是边际生态保护的题中之义。

湖南镇水库是衢州饮用水水源地，位于遂昌县境内的仙侠湖在乌溪江饮用

水源一级保护区上游，占下游乌溪江饮用水源入境水量的88%。保护好这口

“大水缸”，涉及区域发展的安全底线。无论是“禁养区”还是“限养区”，两地人

民都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首先要保护，其次要发展，处理好两者的矛盾，最

关键在于突破边际圈层，形成上下游间的协同联动和相互监督的常态化机制。

一个湖连着两地人民的幸福，相互借鉴、协同治理，才能更好地共享保护成

果。治水如此，其他生态资源的保护也同此理。

东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