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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三个优势 写好三篇文章
■记者 金汝

陶山因南朝陶弘景曾经隐居而得名，早在 1300 多年前就以“陶山”著名。
历经千年演变，陶山沉淀了深厚的文化遗产。

凭借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资源禀赋，陶山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紧抓环
境综合整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美丽乡村精品线整体品质，实现传统文
化保护与现代产业发展互促互进。近年来，该镇通过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达标验收，先后荣获国家卫生镇、浙江省千年古镇、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集体、温州市基本无违建镇等荣誉。

依托特色产业优势
写好产业升级文章

陶山产业特色鲜明：工业方面，形成了

以铸造、锻造、针织三大产业为主导的体

系，是我市中西部的工业重镇；农业方面，

既是瑞安的粮食主产区之一，也是甘蔗、温

郁金等特色农产品的主产区。

依托特色产业优势，陶山加快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一方面大力实施传统制造业

转型，年产 5 亿件智能化新材料防臭纺品

项目列入省重大产业项目实施类，破解碧

山片区传统针织企业土地瓶颈和转型难

题；另一方面持续优化营商“软环境”，建立

健全“三服务”“干部联村联企”长效机制，

健全招商引资项目信息库，吸引更多“大、

好、高”项目落户陶山。

“三位一体”改革工作亮点纷呈，入选

温州市“三位一体”改革示范创建单位，成

立陶山甘蔗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现陶山

镇农合联实体化运作，17 家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等入驻为农服务中心。推出“惠农

八条”新政策，省级特色农业强镇创建稳步

推进，“一二三产”加快融合，形成“现代化

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相关服务业”的全链

条、产业化经营模式，“瑞安温郁金”“陶山

甘蔗”入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认证，农业品

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依托山水人文优势

写好乡村振兴文章

以入选浙江省第二批“千年古镇”为契

机，深挖“瓯窑”和“甘蔗”两大特色资源，做

响“福泉山下 蔗里陶山”品牌，不断推动

“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该镇整体打造瓯窑古镇、陶山甘蔗园、

八卦桥文化街区，做到串珠成链，“甘乐甜

园·康享蔗乡”乡村振兴示范带入选浙江省

美丽乡村风景线名单；建设福泉山森林公

园，打造白岩山特色旅游区，大力发展森林

旅游，全力攻坚民宿项目，加速陶泉福地精

品旅游线成型。

同时，加大古文化保护利用力度，启动

八卦桥文化街、山下岸路、河滨路旅游文化

商业街项目，完成了包括八卦桥、河西桥、

陶南村西店千年古井等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利用“百村千处”项目及重要古建筑、文保

单位的修缮重建工作等。

依托交通区位优势

写好城镇能级提升文章

陶山区位优势突出，是温州、瑞安产业

梯次转移的承接地。随着温州绕城高速、

104 国道(西过境)、飞云江六桥建成通车，

陶山正加速融入温州大经济版图。近年

来，该镇中心路一期、环乡路修缮、瑞枫线

陶山段改造提升、陶马桥拼宽等项目完工，

交通堵点基本打通。

“外联内畅”的交通体系为陶山推进镇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近

年来，该镇加快全域美化行动，全面推进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深化五水共治、三改一

拆、四边三化、美丽田园、污水零直排创建

等工作，去年培育美丽乡村达标村 12 个、

示范村 12 个、精品村 4 个，创建市级精品美

丽 河 道 2 条 ，农 村 垃 圾 分 类 覆 盖 面 超

85%。深入开展“拆旧建新”行动，推动落

实花园底、河南、瓷窑等旧村改造工作，城

镇面貌蝶变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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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陶山互通（梁建飞/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