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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采访团追寻红色足迹。

全国首家锯博物馆，生动展示缙云锯床产业的发展历程。

“网红村”联丰村，户户能赏花、处处闻花香。

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畲家姑娘用舞蹈展现畲族风情。

“红绿融合”看丽水 共富路上绘新景

细雨中的瓯江，帆影翩翩，别有意境。

古堰画乡堰头村，千年古樟林立，郁郁葱葱，仿佛人在画中游。

古
堰
画
乡
（
丽
水
日
报
供
图
）

“网红村”联丰村，户户能赏花、处处闻花香。

记者 王洁涵 摄影报道

赓续“红色血脉”，探寻“红色引
擎”。6月18日至19日，2022全国弘
扬践行革命精神红色宣传联盟“红绿
融合 共同富裕”视觉大赛暨丽水行活
动举行。来自全国36家新闻媒体近80
名记者，走进秀山丽水，追寻红色烽
火，感知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脉动，
倾听迈向共同富裕的铿锵足音。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报业协会、
丽水市委宣传部、全国弘扬践行革命
精神红色宣传联盟主办，丽水日报报
业传媒集团承办。

丽水是浙西南革命老区所在地，
全省唯一的所有县（市、区）都是革
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老一辈革命
家和无数革命先烈曾在这里留下战斗
足迹，缔造了“浙西南革命精神”。竹
口战斗、宏济桥、红军医院、门阵和
谈……走进南明湖畔的浙西南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一段段文字、一张张照
片、一件件实物，处处展现着革命先
辈在民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力挽
狂澜的担当胸怀。23年艰苦卓绝的浙
西南革命斗争，为丽水留下了大笔的
红色遗产和精神财富。

这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丰沃
革命精神的红色热土现存革命遗址
533 处，如何肩负起“守护红色根
脉”的时代重任？当地将革命遗址打
造成红色体验点并串珠成链，推出
103条红色研学线路，250万人次群众
参与其中……全市红色旅游、红色教
育、红色文创等产业蓬勃发展，成为
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强大引擎和独
特亮点。

丽水也是浙江乃至华东地区重要
的 生 态 屏 障 ， 森 林 覆 盖 率 超 过

80%，有着“浙江绿谷”“中国生态
第一市”等美誉。行走在“中国畲
乡之窗”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
沿途山水秀丽，云雾缭绕。依托民
族风情和生态禀赋，搭乘山海协作
与结对帮扶的快车，大均乡不断探索

“两山”转化新路径，探究生态产品
要素化、生态产品商品化，努力让更

多百姓共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红利。

缙云县壶镇镇联丰村是“红绿融
合”典型示范村，以花为媒提升村容
村貌，以花为主题引入产业项目，发
展乡村旅游，可谓处处是景点，家家
有绿化，户户能赏花。花样经济、新
兴产业每年为村庄带来超过200多万
元的经济收益，实现美丽环境到美丽
经济的华丽转变。

革命老区迸发新活力，更体现于
创新动能澎湃。缙云锯床和特色机
械装备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里，
EMC测试实验室、声学实验室等各
类高精尖实验室让人惊奇。随着清
华长三角研究院、浙江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等7家高校院所签约入驻，
这个锯床产业发展新平台为区域特
色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崭新
的视角。

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丽水现

代化生态经济体系在提质增效中加快
成型，主导产业加快集聚提升，半导
体全链条产业组链成群，生物医药、
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不断
培育壮大，合成革、滚动功能部件
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行动成为省级
样板……当下的丽水，正以大刀阔斧
的改革创新，实现由新技术、新人
才、新知识、新模式、新思维等全
新生产变量驱动的新生产函数重
建，为高质量发展蓄元气、固根
基、增动能。

一路走来，媒体采访团听讲解、
看现场、深交流，用镜头记录绿水青
山、革命遗址和红色乡村的发展故
事，探寻“红绿融合”发展的共富密
码，宣传“丽水山居”“丽水山耕”“丽水
山泉”“丽水山景”的发展成果。

秀山丽水，正在全面奏响“丽水
之干”最强音。奔跑在跨越式发展路
上的浙西南，一路风景一路美。

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通济堰，至今仍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