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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已来，致敬奋斗
且看“幸福瑞安”的“幸福观”

■记者 潘敏洁/文 孙凛/图

倚栏而望，悠悠江水缓缓而过，身后的东外滩青春公园里，市民或漫步于宽敞的游步道上，或奔跑在彩色的跑道

上；夜幕降临，乘着游船穿梭于如梦光影的塘河中，沉浸式感受千年古邑的时代变迁⋯⋯这是瑞安人如今的幸福生活。

幸福是什么？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的瑞安用行动诠释了自己的“幸福观”：在千年文脉、百年征程中汲

取“幸福智慧”，在潜心发展、创业创新中夯实“幸福基石”，在城乡一体、品质跃迁中绘就“幸福图景”，在民生优享、全龄

友好中践行“幸福初心”。

在这里，万亩千亿产业呈现加速聚集之势，持续营造出产业新气象、发展强动能和创业好环境；在这里，推窗见绿、

交通便捷、老旧小区绽新颜，居民的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在这里，农村“三位一体”改革激发强农富民新活力，引领农民

奋斗在希望的田野上、奔向共富的道路上⋯⋯

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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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本
践行“幸福初心”

近日，农民周老伯走进马屿镇“三位

一体”为农服务中心，让“庄稼医生”为农

作物“把脉开方”。看完“医生”，他来到旁

边的农资购销大厅，这里陈列了 1000 多

种产品，直播带货的农民网红正通过屏幕

向全国各地的买家“吆喝”马屿的农产

品。“三位一体”为农服务中心已成为农民

“娘家人”。我市打造了马屿“综合服务

型”、梅屿“三产融合型”、上望“特色产业

型”、平阳坑“共同致富型”、高楼“党建引

领型”等特色模式，形成较完善的为农服

务体系和产业结合模式，探索出可操作、

有实效、可复制的“瑞安样本”。

在今年公布的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第二批试点名单中，“成果展示

类”试点有5个，瑞安市“深化农村‘三位一

体’改革，激发强农富民新活力”榜上有名，

为温州唯一入选县（市、区）。“三位一体”即

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一体化

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的改革实践，两次写

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作为改革

始源地，16年来，瑞安以“三位一体”为改革

原点，深入探索“金融、流通、技术”三重合

作功能一体化改革外延，并加快向“涉农资

源大整合、为农服务大提升、富农产业大融

合”的改革2.0版迭代。

“靠天吃饭”的农业与数字化结合，会

产生怎样的火花？去年，我市从农民需求

出发推出线上为农服务平台——瑞安市

“三位一体”智农共富平台。该平台集一

屏、两端、三大体系、四大场景、五大目标

等功能为一体，助推农业生产更高效，产

销对接更精准，融资渠道更畅通，政策兑

现更便捷。

近年来，瑞安农村“三位一体”改革成效

显著：积极承办全国现场会，创成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获得全国改革十大探索等荣

誉，农村电商、乡村振兴等工作获国务院和

省政府督查激励；去年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总

收入增至 22.9 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达

20%，村集体总收入超过百万元的“百万村”

占比78.4%；去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至3.94万元，较2006年增长近5倍，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从2.53降至1.87，优于省

定“十四五”目标值。到今年底，我市将力争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2万元，小农户

融入现代农业组织化程度超过90%。

产业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和动力源，是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我

市充分发挥产业的“火车头”作用，推动城

市高质量发展。去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1149 亿元，增长 7.6%，三次产业结构

为 2.4：46.4：51.2；财政总收入 134.12 亿

元，同比增长5.1%。

今年 6 月，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

2021年度“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建设评价

结果通报，瑞安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万亩

千亿”新产业平台位列全省第七。该平台系

温州市首个“万千”平台，去年实现工业总产

值170.94亿元，主导产业集聚度达92%。

这仅仅是我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取

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缩影。去年，我市列

入温州唯一的省工业大县（市、区）营商环

境 20 强，两化融合总指数首次突破 100，

战新产业增加值增长 18.4%；累计降本减

负超 24.7 亿元，新增小微企业贷款 169.3

亿元，争取政府专项债额度蝉联全省县级

首位，培育净升规企业148家；经开区获评

省制造业四星级园区，智能装备高新区获

省突出贡献集体，侨贸小镇获省级考核优

秀，汽车智配小镇列入省级特色小镇创建

名单，入选省物流枢纽经济发展创新试点

城市、省供应链创新和应用试点市⋯⋯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市始终瞄

准科技自立自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去年我市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总额

36.5亿元，同比增长42.4%；新增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149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335家，新

增省级研究院1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

心7家、温州市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30家；列

入省级网上技术市场产业化项目2项，推动发

明专利产业化112项，2项成果获省科技进步

二等奖，实现技术交易总额32.7亿元。

有一种幸福感常发生于城市与人才

的同频共振。瑞安这座幸福之城对人才

的吸引力愈发强劲：去年全市人才资源总

量达到31.25万人，创历史新高。

“多亏市委市政府牵线搭桥，帮我们直

接对接海量人才信息，成功引进了两位与

集团发展匹配的行业顶尖人才，大大降低

了企业成本和难度。”华峰集团人力资源总

监王利说。去年，我市帮助包括华峰在内

的105家企业，按需推介350多名海外高层

次人才，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同时，

我市实施“高原造峰”工程，引进欧洲科学

院院士唐军旺、俄罗斯工程院院士谷宇等

团队，成为温州落地院士团队最多的县

（市、区）；实施领军人才“引聚工程”，国家、

省级人才工程入选数达到前三年总和；入

选“浙江杰出工匠”“浙江工匠”10人。

“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我市于 4

月率全省之先探索“菁英人才”公荐模式，

围绕破除人才评价“唯学历、唯职称”倾

向，创新推出以薪酬水平、实绩贡献为导

向的评价体系，切实打造产业人才评价

“瑞安标准”，全力拓宽产业人才发展空

间。首批 100 人获“菁英人才”荣誉称号，

其中30人获评市“云江英才”，享受温州市

E类高层次人才待遇。

引来凤凰，筑起“幸福暖巢”。去年，

我市迭代升级“人才新政 3.0”“510 计划”

“全民引才”“人才安居”等一揽子政策，持

续深化“369”人才安居工程，统筹配售型

人才住房 520 套、认购 111 套，累计向 390

名人才发放住房补贴。“这样的人才政策

非常好，解决了刚需，我们凭收入可以供

得起这套房子，工作更加安心，真正实现

在瑞安居乐业。”成功认购东山街道一处

房源的瑞籍博士蔡智奇说。

人才能否“留得住”，还取决于是否拥

有发展的平台。我市全力搭建创新创业

平台，创成温州首家省级人力资源产业

园，建成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企业

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载体 236 家，列入国

家级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2 个。同时设立

1000万元校友创业孵化基金，引进相关基

金会助力校友创业，向海内外瑞籍知名校

友伸出回乡创业、实业回归的“橄榄枝”。

“塘河变得好美啊！”夏夜凉风，市民李

女士一家四口乘着游船体验了一场如临仙

境的塘河夜游。去年以来，市温瑞塘河工程

建设中心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以生态

塘河、文化塘河、旅游塘河、城市塘河建设为

抓手，扎实推进塘河沿线开发建设，着力打

造“七铺塘河”亮点区块，再现塘河沿线亮

点。“从此瑞安”塘河夜游项目是“七铺塘河”

亮点区块建设项目之一，也是我市打造“月

光经济”的重点项目，起于温瑞塘河白岩桥

段，止于明镜公园，航线往返约5千米。

一趟塘河夜游的旅程时长约 1 小时，

演绎呈现回味瑞安、都市瑞安、青春瑞安、

数智瑞安、开放瑞安、幸福瑞安等多个主

题，以视觉科技点亮塘河的移步易景，再

现了瑞安千年文化盛景，让游客们在城市

印记中读懂瑞安这座千年古邑，在岁月流

淌里慨叹当下巨变。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市不断抓

好文化、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民

生工程建设，在文化惠民、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方面实现城

乡一体化发展，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大大提升。

教育是民生之基。去年，我市稳妥有

序落实教育“双减”政策，全面推进学校课

后托管服务和培训机构治理，实现教共体

结对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全覆盖，省教育现

代化发展水平监测排名居温州首位，开工

建设滨海实验小学等14个项目，投用瑞立

职业学校等12个项目，列入省公办幼儿园

办园体制改革配套政策试点市。

医疗是民生福祉。去年，市人民医院

创成全省首批县级“三甲”医院，投运首家

高端康养联合体。今年，我市共推进卫生

基建项目 21 个，其中续建项目 13 个，开工

项目 4 个，争取开工项目 4 个，总建筑面积

约 44.33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40.75 亿元，

预计提供床位2539张，投用后将满足城乡

居民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助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让老百姓有更多

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交通绘民生幸福路。去年，我市重点交

通项目加压奋进，路轨桥站建设齐头并进，

230省道宁益至龙湖段等4个项目完成建设，

瑞平苍高速、永宁大桥等7个项目开工，S2

线、330国道场桥至罗凤段等10个项目加速

推进，全年完成综合交通投资56.4亿元。今

年全市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阶段，朝着温州

南部综合交通枢纽的目标迈出新步伐，力争

全年完成综合交通总投资超60亿元。

共同富裕
擦亮“幸福底色”阳光小学开展“烹饪与营养”活动

侨贸小镇

浙江省青年创新大赛

马屿镇“三位一体”为农服务中心

瑞立职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