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姚二山下，东南最

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

自翔集。”

百 里 姚 江 ， 千 里 四

明，山清水秀，人杰地

灵。余姚，这片神奇的土

地上，早在7000年前就有

人类繁衍生息，被称作稻

作故乡；“姚江文化”源远

流长，严子陵、王阳明、

朱舜水、黄宗羲等先贤群

星璀璨，“文献名邦”实至

名归；抗日战争时期，梁

弄成为全国19块抗日根据

地之一，为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胜利谱写壮丽诗篇。

春雷乍响！在改革开

放劲风的吹拂下，余姚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上，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征程上，自强实

干、奋勇拼搏，用智慧、

心血和汗水，谱写了气势

磅礴、绚丽多彩的历史篇

章。

40年来，余姚始终坚

持发展第一、锐意创新，

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

综合实力越来越强。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

2.95亿元起步，1987年突

破十亿元关口，1996年突

破百亿元大关，2017年达

到 1007.86 亿元；进出口

额 2017年突破 700亿元大

关；财政总收入从1978年

的0.49亿元上升到2017年

的152.45亿元。40年栉风

沐雨，余姚完成一次次蜕

变，铸就一次次辉煌。

峥 嵘 岁 月 ， 浩 荡 乾

坤。余姚，站在40年成就

的肩膀上再出发，“在全国

同等城市中争先进位”，围

绕建设经济活力强、品质

环境优、人民幸福水平高

的现代化创新型生态城市

的战略目标，智能经济示

范区、开放合作先行区、

幸福和谐之城、历史文化

名城、生态品质之城等蓝

图正逐一落实，新一轮的

改革浪潮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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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余姚““东南最名邑东南最名邑””争先进位新时代争先进位新时代

40 年来，余姚广大干部群众
始终保持着改革的锐气、创新的
勇气和蓬勃的朝气，在创业创
新、创造创优的道路上百折不
挠、勇往直前。

领风气之先！余姚人乘着改
革开放的东风，顺势而为推动改
革、因势利导扩大开放，凭借骨
子里的闯劲、干劲和韧劲，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办成了一件又一件
过去不敢想、不敢干的大事。

20 世纪 80 年代，在改革开放
催动下，出现了乡镇企业等新生
的工业化力量。余姚敏锐捕捉到
了这股风潮，早在 1983 年就提出

“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
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
放手发展个私经济。20世纪 80年
代，浙江省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

“余姚长城精工有限公司”落户余
姚……一时间，余姚工厂遍地，
以家用电器、塑料模具、机械五
金、化纤纺织为主的四大传统产
业占比超过70%。

未雨绸缪，激发经济内生动
力。20世纪 90年代，余姚以超前

的眼光大胆推进企业制度改革，
到 1998 年年底，全市乡镇企业基
本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
任公司和私营企业；到 2003 年年
底，全市 249 家国有、城镇集体
企业全面完成改制转制任务。民
营企业从无到有，目前民营经济
已占全市经济总量的95%以上。

从无到有，艰苦创业。不生产
一克塑料原料的余姚，1994年开始
建设中国塑料城，连续举办 20 届
的塑博会成为全国塑料行业发展
的风向标。20 年磨一剑，中国塑料
博览会是宁波唯一一个进入全国
专业会展分类 TOP3 行列的会展
项目，根据长三角城市经济协会会
展专业委员会制定的《会展项目品
牌价值综合评定方法》，目前中国
塑料博览会的品牌价值3.76亿元，
成为余姚一张“金名片”。

近些年，面对人口红利优势
减弱、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产业
竞争加剧等因素，余姚意识到未
来经济的制高点在于产业的迭代
升级，尤其是发展智能机器人这
一先导产业。

创业再出发，把智能经济作为
激活创新的“加速器”。余姚制定出
台《余姚市智能经济发展规划》，敲
定“1+X+Y”的扶助智能经济发展
配套政策，搭建中意宁波生态园、
浙江“千人计划”余姚产业园等大
平台，全力打造智能经济示范区，
形成了以机器人等产业为特色的
智能制造产业体系。

锁定机器人产业，实现中国机
器人峰会永久落户，建成长三角机
器人交易博览城，成立浙大机器人
研究院和浙江机器人产业集团，加
快建设机器人智谷省级特色小镇。

借力“机器人+”，余姚智能
化 生 产 的 红 利 持续释放。2017
年，余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
工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分 别 为 20.8%、
17.1%、13.9%，工业经济实现“制
造”向“智造”转变，成为全省首
批“工业强市”。

稻作故乡，农业强市。40 年
间，余姚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的转变。2017 年，余姚农业现
代化发展水平位居全省第二。

矢志争先进位 智能制造强势崛起

40年来，余姚始终坚持区域统
筹、协调发展，城乡面貌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人居环境越来越美。

城乡经济的变革，推动的是余
姚这座千年古城的建设进程。1985
年 7 月 16 日，经国务院批准，余姚
撤县设市，城市框架不断拉大，新
型城市化进程加快。

彼时，中心城区不到 4 平方公
里，建筑多为2层至3层的小楼。如
今，城区建成区面积 50.54 平方公
里，现代化高层住宅和商务楼宇鳞
次栉比，西南组团、城东新区、南雷
南路两侧等区块初具形象，万达广
场、华润五彩城等城市地标相继建
成，黄山儿童公园、玉皇山公园等
城市公园先后投用，“三江六岸”面
貌焕然一新，“一轴两环三片区”改
造提升工程扎实推进，城市化水平
超过 60%，构建形成了“一核、二
副、三片区、多节点”的市域发展格
局和“水在城中、路在绿中、人在画
中”的城市美景。

城乡融合步步领先。在全省率
先建立“一把扫帚扫城乡”的环卫
体制，“智慧城管”实现中心城区全
覆盖；“保洁保序保畅通”行动深化
实施，网格化、组团式的管理服务
模式全面推开，社区服务中心基本
实现建制村全覆盖；有线广播电
视、电话宽带较早实现“村村通”，
供水率先在全国实现“村村通水、
站站消毒”。农村等级公路通村率、
硬化率、合格率和城乡公交客运通
达率均实现 100%，构建了除山区
外的市域半小时交通圈，并全面融
入长三角城市间2小时交通圈。

发力全域美丽不松劲。余姚不
断深化推进全民共建美丽家园，打
好治危拆违、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剿灭劣Ⅴ类水等攻坚战，创建
成为省“清三河”达标县，“母亲河”
姚江成为省级美丽河道创建名单。
生态建设持续趋好，荣获省森林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全球绿色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等称号。

乡村振兴战略全域推进。特色
镇村培育取得显著成效，梁弄镇、
陆埠镇、马渚镇入选全国重点镇，
梁弄镇获全国文明镇，泗门镇连续
多年获省小城市培育试点考核优
秀，全市创建浙江省级美丽乡村特
色精品村 8 个、示范乡镇 3 个。今
年，梁弄横坎头村的建设发展成果
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回信肯定。乡
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展开，余
姚正打造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

四明山区域统筹发展加速，一
批又一批的生态项目、一项又一项
的帮扶计划落地开花，2017年山区
农民人均年收入 19845 元，革命老
区全面小康建设走在全国前列。随
着四明山省级旅游度假区的获批，
老区发展再次迎来加速度。

余姚大力实施治水强基工程，
姚江干流防洪整治、城区段堤防加
固一期二期、候青江泵站等一批骨
干工程建成投用。如今，城镇防洪
排涝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推进全域美丽 城乡面貌绽放新颜

40 年 来 ， 余 姚 深 入 践 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共建共享，
在民生领域积极探索实践，余姚
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健全、教育医
疗事业均衡发展、公共文体一路
繁荣发展，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攀升，人民生活
越来越好，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均
衡发展。2017年，余姚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52982 元，是
1987年的45.4倍；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1019元，是 1987年
的36.8倍。

余姚奋力回应老百姓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盼，深入实施富民惠
民安民等工程，全面抓好绿色、
厕 所 、 垃 圾 、 污 水 “ 四 大 革
命”，高水平写好新时代幸福答
卷。近年来，余姚不断加大民生
投入，每年安排十方面民生实
事，社会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先
后 8次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

社 会 治 理 水 平 大 幅 提 升 。
“治法余姚”“平安余姚”建设深
入推进，自治、德治、法治相融
合的基层治理模式全面推开，基
层治理“一张网”“一中心四平
台”全域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更加严格，矛盾源头化解更加
有效，2017年群众安全感满意率
97.46%，实现“平安建设”十一
连冠。

文化，是城市文明的灵魂。
“三十年来同出处，清晖楼

对瑞云楼。”余姚，是王阳明的
出生地、成长地和讲学之地。余
姚把传承弘扬阳明文化作为推动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
擦亮阳明文化这张“金名片”。
余姚连续多年举办阳明文化日活
动，并于去年升格为宁波 （余
姚） 阳明文化周活动，组建国际
阳明学研究中心，积极挖掘阳明
文化内涵，探索历史文化保护与
阳明古镇旅游开发相结合的建设
模式，把阳明文化浸润到余姚发

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让其焕发
出更强的生命力。

崇德，是一座城市文明的
最高信仰。余姚坚持把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全 过 程 ， 围 绕

“做文明崇德余姚人”这一主
题，大力推进文明居住、文明
出行、文明旅游、文明用餐、
文 明 礼 仪 等 各 类 道 德 实 践 活
动，不断提升群众道德素质和
城市文明程度。余姚建立三级
道 德 荣 誉 评 选 体 系 ， 评 出 的

“余姚好人”198 人中，10 人荣
登“中国好人榜”。余姚为好人
发放“道德绿卡”，凭卡享受免
费乘公交、看电影、游景点、
参加体检等 8 大类 39 项具体关
爱帮扶礼遇措施，让好人有好
报。

“德行”在余姚始终得到极
高的礼遇。余姚创新性地建立了

“道德银行”，为道德表现良好且
有信贷需求的农户提供免担保、

免抵押、低利率的信用贷款，目
前累计有 2.1 万余农户通过“道
德银行”获得信用贷款 15.11 亿
元。

成风化人，明德至善。余姚
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凝魂聚力、强基固本
的基础工程，贯穿到深化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全过程，使其浸润城
市肌脉纹理，让社会更文明。自
今年6月起，余姚将每月15日设
立为全民“文明行动日”，以一
月一主题的形式，动员全市各地
各部门以垃圾分类、车窗不抛物
等为主题，开展志愿服务、文明
宣教、环境整治、细胞创建、文
明互访和网络文明传播六大行
动，形成全民共建格局，让群众
成为创建主角。

厚积薄发！2017年，余姚捧
回“全国文明城市”这个最高的
文明荣誉。这座文明之城正以崭
新的面貌、更强劲的动力奔向未
来。

锚定以人为本 文明城市实至名归

40 年改革开放中的余姚 ，
深 刻 地 认 识 到 “ 改 革 没 有 终
点”，持续推进政府机关的自我
变革、自我完善，构建现代行政
管理体系为目标的“最多跑一
次”改革。

改革奋进，余姚敢为人先。
21 世纪初，余姚较早提出并大
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县
市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范例之
一，近年来又率先建立农民养老
保障制度，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
等改革举措，进一步提升了城乡
统筹发展水平。余姚各地各部
门、各行各业秉持首创精神的理

念，创造出在宁波、在全省乃至
全国有影响的经验、技术、品
牌、标准。正是因为这种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创造了许多
具有影响的“余姚经验”，开创
了 许 多 富 有 特 色 的 “ 余 姚 模
式”，使余姚许多事业的发展走
在全省全国前列。

1999年 7月，余姚开始实施
第 一 轮 行 政 审 批 制 度 改 革 。
2001 年 7 月，经过 98 天的紧张
筹建，全省首批县级行政服务
中 心 、 首 批 示 范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 全 国 首 批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百优”单位——余姚市行政服

务中心的投入运行，开启了余
姚大刀阔斧进行审批制度改革
的序幕。10 多年来，余姚在国
内率先推出了“模拟审批”制
度，在全省率先推出了非行政
许可事项清理、建设项目竣工
联合验收，推出了工业投资项
目“三合一”一站式审批服务
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
余姚把一般工业类、房产类的建
设项目的开工前审批全流程分别
缩短至 41 天和 83 天；“一码通
办”“一证通办”“无差别受理”
等改革措施的实施，大大方便了

群众和企业到政府机关办事。让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甚至不
跑腿、变群众跑为干部跑等，正
在余姚变为现实。

今年 6月，余姚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在全省率先推出综
合性“微服务”平台，目前已实
现微仲裁、微招聘、微培训、微
查询、微举报、微发布、微认
定、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自
由职业 （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信
息变更登记等 24 项功能，计划
今年年底前推出 40 项微服务，
届时将基本涵盖人社服务常用事
项。

坚持改革创新 “余姚模式”层出不穷

姚江人物甲天下！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从偏安一隅的江南小
城，到吸引人才落户的“圆梦之
城”，余姚这块被梦想照亮的热
土，正凭借神奇的“逆袭”和不
断升级的人才“磁力场”，激活
一池创新春水和一城创业氛围。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余姚
人深知这一点，一直把高端人才
作为引领创新的“源动力”。注
重借智发展，积极实施科教兴
市、人才强市战略。从 20 世纪
80 年代探索引进“星期六工程
师”，到吸引高端专家落户；从
探索产学研合作，到创建或引进
科技创新平台，为加快余姚经济
创新转型提供了新的能量。

余姚坚信，只要有开明的思
想、开放的胸襟、开阔的视野，
善于吸收一切利好因素，把握一
切有利时机，就一定能实现跨越
突破。

2012年 9月，余姚挂牌成立
省内首个“千人计划”产业园，
围绕新装备、新材料、新能源、
电子信息、生物医疗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开展招才引智。紧接着，

“姚江英才计划”“百名优秀中青
年人才培养工程”“金领人才培
养工程”“企业家精英培训计
划”等接连落子。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
栖。”在愈发激烈的“城市人才
大战”中，余姚吹响人才“集结

号”是顺势而为，亦是突围引才
的“紧迫之战”。好的政策是人
才聚集的“定心丸”，余姚通过
筑巢引凤，润物细无声，为企业
发展保驾护航。余姚“妈妈式”
的服务，将关爱之情融汇于人
才、企业成长的点滴之中，激发
了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近年来，余姚大力实施人
才+、平台+发展战略，浙江

“千人计划”余姚产业园、中意
宁波生态园、智能光电小镇、机
器人智谷小镇等重大平台相继开
发建设，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
院、宁波市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
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相继建成，
全市共有高端人才项目 128 个，

各类高层次人才超过 6000 人，
市级以上企业工程 （技术） 中心
312 家，授权发明专利年均增幅
超过 25%，余姚连续 6 次被评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单位，成为国
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

如今，在余姚传递出招贤引
智的“人才集合号”之下，群贤
毕至，少长咸集。而随着引才不
断产生“滚雪球”效应，余姚正成
为吸引高端人才和高新技术的

“磁力场”。从无到有，从“先天不
足”到“引来金凤凰”，余姚通过重
大创新平台的“串珠成链、聚指成
拳”效应，逐渐蜕变成高端人才荟
萃、创新要素集聚、创业激情涌
动的“蔚蓝智谷”。

集聚高端人才 “蔚蓝智谷”激情涌动

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道德绿卡”首发仪式

智能经济蓬勃发展

城市形象日新月异

城区新姿

山水城市风光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