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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来，慈溪“围垦、移民、青
瓷、慈孝”四大特色地域文化，铸就了
以“慈孝、包容、勤奋、诚信”为核心
的市民共同价值观，孕育了一座幸福之
城。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家庭主妇的菜篮
子，到 20 世纪 90 年代骑着轻骑回娘家
的一家三口，再到如今农村文化礼堂前
欢快起舞的广场舞大妈……摄影爱好者
陈先生相册里流动的时光，见证了慈溪
40 年来的沧桑巨变。他说，40 年前，
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是不少家庭梦
寐以求的“三大件”。“现在，一座多用
的公牛‘万能插座’，不使用时自动关
停的月立智能电熨斗，这些‘慈溪智
造’已融入日常生活中，提升了慈溪人
的生活品质。”

正如陈先生所见，改革开放以来，
慈溪城市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城市设
施日益完善，公共事业快速发展，让
百姓的“幸福指数”得到全面提升。
明月湖畔，“一院五馆三中心”文化公
建群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市民亲近
文化、享用文化的好去处；作为慈溪
文化的金名片，秘色瓷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青瓷故事得到了广泛传播。十
大华语电影颁奖典礼星光璀璨，国际
名校赛艇挑战赛竞速白洋湖，中国羽
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总决赛让市民在
家门口一睹文体明星的风采……高水
准、高层次的文化体育活动给市民带
来最直接的文化福利。

一座让群众有安全感、获得感、幸
福感的城市，不仅要解决“看病难”的
问题，更要实现“健康扶贫”与“幸福
兜底”。经过 40年的改革发展，慈溪织

就了一张覆盖全市的立体社会保障网，
为百万市民撑起了坚固的民生“保护
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补助
政策，将原本缴不起费、看不起病的贫
困人员与弱势群体无偿纳入医保体系，
近两年已惠及群众 3.6 万多人次，免缴
金额 2480 余万元。今年以来，慈溪开
展社会保障精准扩面，土地被征用人员
养老保障政策调整完善。全市户籍人口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分别达到
98.15%、98.11%。

温暖人心的还有那传承千年、内涵
丰富的城市文明。作为慈溪的文化之
根，慈孝的内涵引申至“慈孝”“慈
善”“慈爱”。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
契机，慈溪推陈出新，大力打造“慈
文化”地域道德品牌。董黯墓、虞洽
卿旧居 （天叙堂）、孙境宗祠等大批慈
孝 古 迹 修 葺 一 新 ， 学 校 孝 德 教 育 基
地、企业慈孝实践基地、慈文化主题
公园等拔地而起，道德模范工作室、
民间慈孝公益大讲堂、孝德公益文化
发展中心等润物无声，慈孝品德已转
化成一种新的道德风尚。此外，14 万
余志愿者汇成的红色暖流，将专业的
服务、真挚的情谊，送给需要帮助的
弱势群体。

四度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基
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模式荣膺第
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在全省率先
启动“一件事情”全流程“最多跑一
次”改革……近年来，随着创新活力之
城、美丽幸福慈溪建设的扎实推进，慈
溪市民享受到了城市发展的累累硕果，
获得感、成就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最
终汇成了浓浓的幸福感。

百姓生活蒸蒸日上
特色文化孕育幸福之城

砥砺奋进 载 沧桑巨变铸辉煌
慈溪，地处东海之滨、杭

州湾南岸，因董黯母慈子孝的
故事而得名，7000多年的历史
孕育了这座城市“围垦、移
民、青瓷、慈孝”四大地域文
化。千百年来，以慈孝、慈
善、慈爱为内涵的“慈文化”
熏陶着一代代四方移民，讲仁
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造
就了慈溪开明开放、兼容并蓄
的胸襟。

40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
拂遍慈溪大地，让这块唐涂宋
地焕发出勃勃生机。40 年来，
慈溪从率先倡导农业多种经
营、大胆实施“放水养鱼”，到
坚持走“四轮驱动”发展之
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发起

“外贸启蒙运动”，基层群众创
业创造激情空前迸发。如今，
慈溪已从“一枝棉花一株稻”
的农业大县，蝶变成为名列全
国综合实力百强县 （市） 第六
位的工商名城；从处于交通末
梢的海隅僻壤，跃升为长三角
区域性中心城市。

踏浪弄潮，敢为人先。40
年来，慈溪从无到有，求新创
优，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
3.22 亿 元 上 升 到 2017 年 的
1532.57 亿 元 ， 财 政 收 入 由
1978 年 的 0.52 亿 元 增 长 至
2017年的290.13亿元；工业增
加值由 1978 年的 1.28 亿元飙
升到 2017年的 882.3亿元；出
口额由 1988 年的区区 2 万美
元，到2017年突破百亿美元大
关；全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90 年的
1904 元和 1565 元分别上升到
2017年的54894元、32088元。

慈溪是特色中国的显要一
员，是中国杨梅之乡、中国黄
花梨之乡、中国慈孝文化之
乡、中国现代民间画之乡、中
国陶瓷文化历史名城，成功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更四
度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回首来路，风云激荡；瞩
目未来，海阔江平。荣光 40
年，而今迈步从头越。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引下，慈溪正阔步走在
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奋力

“二次创业”“二次腾飞”，以永
不满足、永不懈怠、永不停步
的状态，以走好新的长征路的
勇气和魄力，全力打造创新活
力之城美丽幸福慈溪，加快向
着长三角区域性中心城市迈进。

一次次破旧立新，一次次奋进转型，改革开放
大潮兴起，慈溪勇立潮头奋力向前。

在无区位优势、无资源禀赋、无产业基础的严
峻挑战和重重压力面前，依靠改革开放、创新创业
的精神，慈溪人民率先走出了“农村工业化、主体
民营化、市场全球化”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县域经
济跨越发展的“慈溪奇迹”。

慈溪杨梅远销国外，正大鸡蛋健康有机……一
张张慈溪农业“金名片”，展现了慈溪现代农业发展
的巨大成就。而在 40年前，这片盐碱地盛产的还只
是棉花和食盐。改革开放之初，慈溪提倡多种经
营，确立了蔬菜、水果、水产“一蔬两水”的农业
产业发展方向。近年来，慈溪更是积极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获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慈溪
模式”也被认定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七大模式之

一。海通食品、三星农业、徐龙集团等一批国家
级、省市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将优质安全的农产
品送上全国乃至全球家庭的餐桌。

如果说农业改革让慈溪农民吃饱了饭，那么，
工业强市战略则让他们真正“洗脚上田”，过上小康
生活。1978年，全县乡镇企业首次超过国有和集体
工业企业产值之和。面对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
当时的县委县政府拿出了政治智慧和改革勇气，实
施“放水养鱼、养鸡生蛋、借脑生财、藏富于民”
策略，允许乡办、村办、联户办、个体办竞争发
展。“四轮齐驱”促进了慈溪民营经济高速发展。

“四个轮子一起转”，让慈溪乡镇企业家的头脑
“转”了起来，也让当地民营经济“活”了起来。40
年来，慈溪的民营企业家们发扬“千方百计、千言
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艰

苦创业，在改革开放前沿率先作为，呈现十万供销
跑市场的场景，摸索出国有、集体、乡镇、个私

“四个轮子一起转”的慈溪模式。随着 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产权体制改革激活市场主体，慈溪基本形成
以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模式，搞活了一
方经济，致富了一方百姓，创造全国县域经济的

“慈溪现象”。慈溪创业之城名扬中外，茅理翔、马
信阳、胡先根等优秀民营企业家脱颖而出。

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口”，慈溪
制造业再次自我革新，实现制造向智造、速度向质
量、产品向品牌三大飞跃，以阮立平、茅忠群、孙
平范等为代表的新生代慈商，接过“接力棒”，引领
新思潮、新发展。在 2018 年中国工业百强县 （市）
发展报告中，慈溪市以综合指数 0.6815 的成绩位列
全省第一位、全国第六位。

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农业大县变身工商名城

慈溪人身上流淌着创业创新的血液。他们开天
辟地、敢为人先的精神，为慈溪这座活力之城的崛
起注入了强劲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慈溪阔步前行，以创新推动品
质，以智能革新制造，纳五湖四海人才共建创新、
创业、智造之都。40年间，慈溪以全国 1/7000的土
地，创造了全国1/550的生产总值，一步步将原本荒
凉的盐碱地建设成杭州湾南翼新兴的工业强市。

40年积淀，慈溪迈开由“慈溪制造”向“慈溪
智造”转型升级的步伐。家用电器、机械基础件、
汽车零部件三大特色优势产业日益壮大，智能装备、
新材料、生命健康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智
能经济“个十百千”工程的宏伟图卷更在慈溪大地铺
展。同时，建立“大数据云基地”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以自动化、数字化加信息化升级装备、工
艺和技术，全面建设“智能工厂”。

产学研激发慈溪新活力。十年十摘国家科技大

奖，“上林英才计划”成效显现，中科院院士牵手慈
溪……出台最高“三个 1000”的人才政策，即 1000
万元的创业经费支持、1000 平方米的免租创业场
地、1000 万元贷款贴息补助，对院士等顶尖人才

“一事一议”、上不封顶，打造集研发、孵化、产业
化于一体的人才链式平台。以“不求所在、但求所
用”的理念，创设“杭州飞地”，用房面积 6000 多
平方米，慈溪 15家企业团队已入驻，引进市外创新
企业9家，汇聚在杭研发人员近500人。

科技创新激发了慈溪制造业新动能。今年，中
科院慈溪应用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中心、中科院宁波
工业技术研究院慈溪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将建成投
用。复旦大学等 18 家知名高校院所与慈溪深度合
作，成立慈溪·环杭州湾政产学研联盟，探索技术
转化从原理到产品的“最短距离”。加上宁大科技学
院、诺丁汉大学航空学院等助力，慈溪人才高地的

“海拔”节节攀升。

近年来，慈溪重新确立“工业立市、实业兴
市”战略，实现制造向智造、速度向质量、产品向
品牌三大飞跃。慈溪加快智能制造、信息化建设以
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
的发展，环杭州湾创新中心、滨海经济开发区、高
新技术开发区、现代农业开发区、商品市场园区五
大平台活力十足，生命健康产业园、军民融合产业
园、中捷 （中东欧） 国际产业合作园、新材料产业
园、航空产业园五大“专业产业园”已经成形，曾
经的小作坊入驻“高能级平台”。

智造概念应用于农业创新，依靠科技兴农和绿
色品牌两大“引擎”，慈溪现代农业实现区域化布
局、集群式发展，农业产业化建设全国领先，农业
园区跻身“国字号”。慈溪在全省率先成立生产、供
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市镇两级农合联。创造了新型
农业的“慈溪标准”，出口蔬菜、名优水果、特色水产、
名优花卉、生态畜牧五大主导产业蓬勃发展。

产业转型阔步前行 改革创新铸就活力之城

城乡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壮阔的时代浪潮成就了一座魅力新城的诞生。

1988年 10月，慈溪撤县设市，以原慈溪县行政区
域为慈溪市行政区域，自此迈入了发展黄金期。几十
年来，慈溪中心城区面积扩至 100 平方公里，建成区
面积达到 46.2平方公里，集聚人口超过 30万人。2017
年，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拓展到 200 平方公里，城市
化率提高到68.8%，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位居全省前列。
目前，慈溪下辖浒山、古塘、白沙路、宗汉、坎墩 5个街
道和龙山、掌起、观海卫、横河等14个镇。

40年来，慈溪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品质不断
提升。2003 年，总投资 21亿元、占地面积 16万余平方
米的浒山旧城改造（一期）工程——中央商务区

（CBD）项目启动；2013 年，市文化商务区开园，成为
慈溪新型城市化发展中具有重大功能性、标志性的城
市板块；2017年，四灶浦南延（新城河）拓疏一期工程
启动段投入使用，开启了“城市新核心”美丽新城河的

蜕变之路。目前，全市已完成老小区改造 33 个 187 万
平方米，整治背街小巷 159 条 40 公里，累计建设保障
房70万平方米，建成污水收集输送管网1000余公里。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40年来，慈溪的公路从改革
开放初期的 203.8公里增加到 1600多公里（含高速），
实现了乡乡通、村村通；全市建制村公交通达率
100%，城区公交站点 500米覆盖率 100%，公交线路增
至 101 条。投资 8.3 亿元新建的市客运中心站成为宁
波市客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5月1日，杭州
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宁波到上海的陆地距离缩短
120公里，慈溪一跃成为连接上海和宁波的黄金节点，
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地位优势愈发突出。慈溪走进大
桥时代，引来新一轮增长周期。杭州湾南岸崛起的产
业新区，更是跻身国家级一流开发区，成为杭州湾大
湾区的核心区和引领区。

城镇化和新农村的建设热潮不断重塑着慈溪的
城市形象。改革开放以来，龙山、观海卫、周巷三个中

心镇实现了由“镇”到“城”的华丽转变，提高了城乡区
域的协调发展水平。目前，省级中心镇龙山镇是一座
滨海生态新城，也是远近闻名的全国美丽休闲小城；
观海卫镇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成为全球最大的电源
连接器生产基地；周巷镇是长三角环杭州湾产业带规
划体系中的五级小城市，也是第二批全国小城镇综合
改革试点镇。

社区是城市品质的展示窗口。近年来，慈溪相继
实施了社区用房达标、社区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专
职工作者素质提升和社区特色服务品牌四大工程，创
新开展社区“微项目·微自治”，先后荣获“全国首批农
村社区建设实验市”“全国农村社区实验全覆盖示范
单位”等称号。截至目前，全市 56 个社区配套用房面
积超过7万平方米，其中4个社区创建成省“和谐示范
社区”，古塘街道旦苑社区创建成“全国和谐示范社
区”，浒山街道虞波社区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海隅僻壤崛起魅力之城

马路车水马龙，楼宇鳞次栉比；青
山苍翠逶迤，河道绿影婆娑……40 年
来，慈溪绘就了一幅美丽的城乡新画
卷。

2013年6月，慈溪吹响水环境治理
“集结号”，全方位治水成了慈溪人民倾
力而为的一件大事。一年后，“五水共
治”攻坚战在这片土地上正式打响。
几 年 来 ， 慈 溪 坚 持 对 “ 黑 河 、 臭
河 、 垃 圾 河 ” 实 施 挂 图 作 战 、 挂 牌
督 办 、 挂 号 销 号 ， 严 厉 打 击 涉 水 违
法 行 为 ； 立 足 源 头 治 水 ， 着 力 提 高
全 市 河 道 水 质 ， 剿 灭 劣Ⅴ类 水 ， 全
面 推 进 “ 污 水 零 直 排 区 ” 创 建 工
作 ， 扩 容 、 新 建 东 部 和 西 部 污 水 处
理 厂 ， 提 高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 夯 实 水
环 境 治 理 基 础 。 全 市 34 条 市 级 河
道、350 条镇级河道和 1410 条村级河
道全面实行河长制管理。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城区，古塘
街道同步实施污水管网和燃气管道、自
来水、停车位、电力、通信等梳理式
改造，多管齐下盘活惠民实事“一盘
棋”，在慈溪率先给老小区动“微创手
术”，解决居民阳台、厨房、架空层等
雨污混接问题，加快打造小区“污水
零直排”；在农村，桥头镇五姓村实现
管网全覆盖、雨污全分流、运行全维
护、污染源全管控，完成农村生活污
水村域全治理。村民吴女士说：“厨房
污 水 和 卫 生 间 污 水 纳 入 污 水 管 网 之
后，没有了油腻味，夏天苍蝇、蚊虫也
少了许多。”

低碳环保，绿色发展。2013 年 9
月，慈溪关停了全省最大的新浦镇铜熔
炼园区；2016年2月，启动传统茶水供
应点专项整治，彻底取缔污染大、隐患
多的传统茶水锅炉，取而代之的是新能
源茶水锅炉……近年来，慈溪从治废、
治水到治污，工业废气、机动车尾气排
放等也得到深入治理。“以前住的地方
经常能闻到河道散发的臭气。”市民张
银书说，现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开窗换
新鲜空气。

紧锣密鼓进行的还有小城镇综合环
境整治、推广垃圾分类等，这一系列的
举措不断刷新着慈溪城乡的“颜值”。

“一镇一品”是慈溪市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的点睛之笔。周巷天元围绕“一
街、二轴、四园”核心打造的古香艺宝
特色小镇白墙黛瓦、绿树红花、斑斓景
致，美姿初现；还有“古镇水乡、花园
掌起”“江南水乡、诗画鸣鹤”等，一
镇一故事改善了城镇的生活环境，也提
升了百姓的生活品质。

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2016
年以来，慈溪深入推进“三村一线一
镇”建设，为“美丽”升级，至今已累
计完成投资4亿元。如今，乡村振兴战
略的贯彻实施又为新农村建设开辟了
新境界。从和谐和美的首个全国文明
村徐福村，到一颗蜜桃盘活全村产业
的古窑浦村；从乡风文明世代传的傅
家路村，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
福 合 院 村 …… 三 北 大 地 上 ， 美 丽 乡
村，如诗如画。

人居环境持续优化
绿色发展擘画美丽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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