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规合一”绘就瑞安空间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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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小玲 通讯员 戴伟亮）

近日，瑞安市“瑞有安寄”客货邮融合发展

项目成功入选浙江省交通运输厅与省邮

政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4年度农村客货

邮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名单》。

近年来，我市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以打造“瑞有安寄”农村客货邮融合

品牌为载体，深入推进农村客货邮在体制

机制、基础设施、运力资源、数字化改革等

方面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一点多能、一网

多用、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物流运输新

网络建设，加快缩小城乡物流服务差距，

助推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市共建设 1个乡镇共配中

心、3个乡镇综合服务站和37个“一点多

能”村级物流服务点；开通12条客货邮融

合线路，运营范围覆盖30余个建制村，累

计公交带货件量超35万件；农村快递配

送频次提高4倍以上，配送成本下降10%

以上，大大降低了沿线群众收取快件的时

间和成本，提升了农村物流的覆盖面和便

捷性。

在未来，紧邻瑞安主城区的集云

山，不仅要打造成为我市集休闲运动、

文化体验、旅游度假、康养颐居为一体

的城市生态公园，更联合周边推动瑞安

山水休闲旅游格局的发展。整个市区

将打造集竞训、运动健身、运动产业于

一体的体育综合体，不仅为市民提供

“体育+”一站式服务，也将成为面向未

来的城市形象窗口。

同时，位于瑞安市域总体格局“一心

两翼三带”中“飞云江魅力展示带”的南滨

江，将聚焦“枢纽 +创新 +服务 +生态”等

复合功能，不仅成为高端商务、金融服务

的国际会客厅，智能智造、创客孵化的数

智新引擎，也是全龄友好、生态居住的青

春活力芯，南戏底蕴、绿色生态的水韵新

江南。

聚焦发展战略，我市落实规划设计一

体化管理，加强重点项目设计审查，加快

实现重点区块城市设计全覆盖。目前，已

完成集云山公园概念规划、体育中心片

区、南滨江区块城市设计等3项成果。北

部组团中心区城市设计、云江两岸休闲产

业策划及概念规划、温瑞塘河全域旅游及

文化产业带规划等3项已完成会审；城市

中心区东单元(结合高铁新城)、九里片区

城市设计正在开展方案修编。

构想，逐步将瑞安打造成一个更加宜

居宜业、美丽和谐的城市。瑞安，未来的

美好生活清晰可见。

编者按：2024年初，温州发出“强城行动”集结号，开启一场重塑与焕新的“强城之行”。瑞安聚焦“强城筑核”

总目标，推进温瑞一体化，高品质建设温州大都市主中心南部新区。在启动“强城筑核”行动一周年之际，瑞安市

融媒体中心推出“强城筑核”系列报道，既是对该理念的生动诠释，也是“强城行动”在实践中的璀璨绽放。

瑞安“强城筑核”·“强空间 提能级”系列报道①：

谋空间 促发展
引领城市能级都市化跃迁

■记者 蔡玲玲 通讯员 俞漪 /文 黄斌/图

瑞安的发展，不仅仅在于高楼大厦

的崛起，还在于“产”“城”“人”的融合更

加紧密。瑞安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对市

民需求的深入理解和对城市未来发展

的前瞻性思考。

2024年“强城行动”开展以来，我

市围绕建设温州大都市主中心南部新

区总目标，构建瑞安国土空间开发与保

护的新格局，强化全域国土空间治理能

力，提速“北融”“东拓”“南跨”“西优”，

引领城市能级都市化跃迁，在高质量发

展中，展现宜居城市、枢纽城市、韧性城

市、智慧城市的魅力。

2024年6月份，我市首部“多规合一”

的总体规划——《瑞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

正式批复，标志着全市统一、责权清晰、科

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建立。

作为瑞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该规划

形成了区域协同、城乡联动、陆海统筹、产

城融合的国土空间“一张图”，将为瑞安各

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提供基本依据。

根据该规划，瑞安市将紧扣温州大都

市区主中心南部新区、浙江城人产融合发

展示范区、长三角南翼创新智造集聚区、

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千年文

韵美丽幸福标杆区的定位，建好建强温州

主城区南部中心、浙南闽北赣东枢纽城

市、全国民营经济新样板、山海田园宜居

城市、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

围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

发展导向，规划进一步优化全市城镇空间

布局，构建了“一核两带四群”的城镇空间

结构。其中“一核”指做强瑞安中心城市；

“两带”指做优沿江发展带、瑞枫发展带两

条城镇发展和城乡融合带；“四群”指协同

马屿镇和陶山镇两大中心镇，以及湖岭

镇、高楼镇、平阳坑镇、曹村镇、桐浦镇、林

川镇、芳庄乡、北麂乡等八大特色乡镇，形

成“马屿—曹村”、“陶山—桐浦”、“湖岭—

林川—芳庄”、“高楼—平阳坑”等四个共

建共享、联动发展的一体化城镇组群。

此外，山海联通的绿色生态网络体系、

立体互联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均等共享

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安全韧性的市政基

础设施体系等方面也都有了明确依据。

老牌工业区资历深、资源足，经过多

年发展，形成产业集群，但普遍面临空间

资源紧约束。要保持发展劲头，可如果

土地资源不足，再好的项目也进不来。

仙降胶鞋工业区就曾面临这样的问题。

建于 2005 年前后的仙降胶鞋工业

区，总面积约 700 亩，集聚了200 余家胶

鞋企业，其中规上工业企业 23 家，规上

工业产值近 20 亿元，是全国知名的胶鞋

产业集聚区。但同时，工业区也面临着

功能单一、风貌混杂、配套缺失等问题。

2022年8月起，工业区开展全域整治提

升模式，并坚持规划引领系统提升。由

政府委托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对园区内

所有建筑物进行整体设计、风貌控制；由

政府实施区块核心项目小镇客厅；同时，

指导村集体实施保障性住房项目、立体

停车场项目等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对尚

未实施改造老厂房，一律支持改扩建；对

区块内违建一律予以拆改；通过存量、增

量并进，增加产业用地超 100 亩，预计新

增规上产值10 亿元，新增税收超 3000

万元。未来，还将打造胶鞋产业大脑和

数字化园区，实现全域整治、全园互联、

全企提升。

2024年以来，我市纵深推进“三万”

行动，持续深化“数据得地”改革，紧盯老

旧工业区改造，统筹推进资产盘活等工

作，大力实施“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行

动，完成低效用地再开发2463.89亩，东

新产城、仙降街道胶鞋工业区改造提升

入选温州市第一批低效用地再开发典型

案例。此外，项目区内永农集中连片整

治面积、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改造面积排

名温州第一。新增城镇开发边界用地

4.02万亩，位居温州之首，保障积蓄发展

动能。创新工业上楼，2024年实施“工业

上楼”49宗，较“上楼”前增加厂房面积约

72万平方米，其中，2024年度拿地开工

的瑞安市先翔鞋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

万双时尚休闲鞋智能工厂项目容积率高

达7.46，创瑞安市历史新高。

空间治理 注入“三万行动”新动能

城市设计 塑造未来生活范本

本报讯（记者 林勇 邵象富）眼下正是陶

山甘蔗销售高峰期，陶山镇“蔗里”共富工坊

借助“瑞安陶山甘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的强大东风，建立海内外进出口供需联

系，助力陶山甘蔗漂洋过海，甜蜜出圈。目

前，陶山甘蔗出口订单火爆，不少甘蔗合作

社的一月份外贸订单已经超过去年的一半。

日前，在瑞安市繁丰农业合作社内，

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加拿大温哥华

的外贸订单。该合作社负责人邱洪勋高

兴地告诉记者，这1000箱优质甘蔗要马上

发货到温州海关，冷链运输，两三天后就

能到达温哥华。现在外贸订单越来越多，

他们每天都要加班加点。

据了解，2024年，瑞安市繁丰农业合

作社进一步完善了甘蔗生产的安全管理

制度，优化包装车间布局，提升安全卫生

标准。同年4月2日，该合作社第一批500

公斤甘蔗顺利进入韩国市场，这也是我省

首次出口甘蔗。

邱洪勋介绍，这条流水线是为了外贸订

单专门引进的，按照海关农产品出口相关要

求设置。去年，陶山镇政府出面向温州海关

提出申请，邀请海关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并

快速通过审批。现在，甘蔗由合作社完成包

装后，送到海关可直接报检，让甘蔗更快速

地运到海外市场，保证了甘蔗的口感。

邱洪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2024年

4月2日第一批甘蔗出口韩国算起，该合作

社2024年共完成外贸甘蔗订单35000多

公斤。新年开始，陶山甘蔗又迎来了“开门

红”，海外订单纷至沓来，2025年1月1日至

15日，该合作社已经完成海外甘蔗订单

21000公斤，其中出口韩国12000公斤，出

口加拿大6000公斤，出口迪拜3000公斤。

邱洪勋表示，随着陶山甘蔗知名度、

美誉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陶山甘蔗漂

洋过海，深受海外消费者喜爱，农户们对

种植甘蔗的信心也越来越足。春节前的

这段时间，是甘蔗外贸订单的旺季，年底

人手紧张，额外邀请了不少村民帮忙，带

动村民一起增收。

新年已出口21000公斤

陶山甘蔗外贸订单火爆

农村快递配送频次提高4倍以上，配送成本下降10%以上

“瑞有安寄”项目
入选全省2024年度

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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