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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5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在
余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面对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
余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对宁波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开拓进取、实干作
为、勇立潮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土地超市”、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创新经验全
省推广，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跃升至第九，
井头山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阳明
故里”知名度进一步打响，中国机器人峰会永久
落户，12次跻身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成
绩荣誉催人奋进，令人倍感自豪。

百年谱华章，赓续奋斗路。站在历史交汇的
重要节点，踏上第二个百年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未来5年，余姚将保持定力、把握机遇，敢打头
阵、勇当先锋，推动改革发展再造新优势、开创
新局面。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
始得玉成。过去 5 年，余姚极不平凡。

综合实力持续壮大、不断跨越。地
区生产总值由 887 亿元增加到 1384 亿
元，年均增长 7.3%；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由 90.6 亿元增加到 129.7 亿元，年均
增长 9.8%。成为省首批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创建示范县市，荣登中国工业百
强县（市）第九，跨入全国电商百佳县
行 列 ，创 建 成 为 省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县

（市、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居全省
第三。

动能活力持续迸发、不断增强。高
新技术、战略新兴等产业增加值始终
保持两位数增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位居全省前列，浙大机器人研
究院等一批高端科研机构入驻运营，
10 项关键技术填补国内空白，进入中
国县域知识产权竞争力百强前十。

城乡品质持续提档、不断趋优。城
区“一轴两环三片区”展现新颜，阳明
古镇、高铁新城、西南组团等板块初具
形象，“三江六岸”光影艺术工程扮靓
姚城，滨江水环慢行系统（一期）全线
贯通，宁波至余姚城际列车开通运营，
胜陆公路等一批重大工程建成投用。
获评省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县，成功
创建为省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市。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不断提升。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1081 元、43076 元；民生支出累计达
到 474.8 亿元、年均增长 8.2%。4 部作
品 获 全 国 和 省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 五 个
一”工程奖，获评“中国戏曲之乡”

“全国围棋之乡”等称号。社会环境安
定有序，安全生产事故总量和死亡人
数实现“五连降”。

政府建设持续加强、不断增效 。
“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数字化改革扎实
推进，183 个民生事项全部实现“一证
通办”，企业投资项目审批实现“最多
80 天”，土地预告登记转让等工作全国
首创，“四送一增强”服务企业等做法
领跑全省，位居中国营商环境百强县
第五。

砥砺奋进 开创不菲成就

站在历史交汇的重要节点，踏上
第二个百年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余姚
既面对重大战略叠加、数字改革赋
能、双城格局发力等新机遇，也面对
疫情冲击、百年变局加速、外部环境
复杂等新形势，未来 5 年，迎来爬坡
过坎、赶超跨越、转型突破的发展关
键 期 。 余 姚 将 大 力 实 施 “ 八 大 工
程”，聚力打造“六个余姚”，努力在
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地的进程中奋
力争先进位，加快建设更具影响力、
更具美誉度、更具幸福感的现代化美
好活力“最名邑”。

具体而言，要着力奋进“六大赶
考路”、答好“六张高分卷”：

——奋进高质量发展赶考路，答
好智造余姚高分卷。超常规落实人才
强市、创新强市首位战略，聚力培育

“35”千百亿产业集群、打造四大标
志性产业链，到 2026 年地区生产总
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分别达到 1950
亿元、840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43%，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智能经济先行示
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让智造成为

余姚最硬核的实力。
——奋进双循环格局赶考路，答

好开放余姚高分卷。着眼区域经济一
体发展，着眼国内外市场深度开拓，
着眼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余姚
从“开放大市”向“开放强市”转
变 ， 到 2026 年 累 计 实 现 实 到 外 资
12.5 亿美元、内资 550 亿元，进出口
总额突破 8000 亿元，让开放成为余
姚最独特的气质。

——奋进数字化改革赶考路，答
好数治余姚高分卷。坚持以数字化改
革 引 领 全 方 位 系 统 性 变 革 ， 依 托

“1512” 工 作 体 系 促 进 全 域 整 体 智
治、高效协同，加快建设市域治理现
代化典范城市，到 2026 年数字经济
核 心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达 到
19%，智慧化对市域治理和经济社会
运行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让智慧成
为余姚最显著的特征。

——奋进软实力提升赶考路，答
好文化余姚高分卷。全面深入实施

“文化+”战略，集中力量打响河姆
渡文化、阳明文化和红色文化品牌，
着力打造具有更高辨识度和更强影响
力的文化“老字号”，到 2026 年文化

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10%以上，全
国文明城市的牌子更加闪亮，河姆渡
文化遗址申遗取得积极进展，成功申
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让文化成为余
姚最鲜明的标识。

——奋进全域化美丽赶考路，答
好品质余姚高分卷。坚持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深化实施环境
整治、基础提升、功能完善等系列行
动计划，着力构建“显山露水”的魅
力城乡格局，到 2026 年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 88%，基本建成全国乡村振兴
示范区，力争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让美丽成为余姚最动人的底
色。

——奋进先行地打造赶考路，答
好 幸 福 余 姚 高 分 卷 。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不 动 摇 ， 实 施 覆 盖
全生命周期的“姚优”系列公共服务
优 质 共 享 行 动 计 划 ， 形 成 群 众 看 得
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幸福图景 ，
到 2026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突破 10.5 万元和 6.5 万元，“平安余
姚”“法治余姚”“健康余姚”建设再
上新台阶，让幸福成为余姚最骄傲的
印记。

奋进“六大赶考路” 答好六张“高分卷”

今年八大主要工作

（一）发力产业强基，壮大经济增长极

实施新一轮科技企业“双倍增”、高新技术企业“育苗造林”等行
动。

实施“35”千百亿产业集群培育再提升行动，加快打造四大标志性
产业链，力争余姚经济开发区创建成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

（二）发力改革开放，激活发展动力源

深化数字化改革。聚力“1512”体系架构优化，高标准建设智能家
电产业大脑等应用场景，推动重大应用上下贯通，争取更多省级先行试
点示范项目落户余姚。

（三）发力品质提档，提升城市首位度

强化规划引领。立足打造宁波城市副中心，高质量编制完成国土空
间规划，统筹推进中心城区分区规划、支撑性专项规划编制。实施城市
能级提升行动，聚焦中央商务区、现代商贸示范区打造，积极谋划建设
现代化新型城市中心。强化功能承载。统筹实施城中村改造 5 年规划，
推行片区一体化开发模式，高品质打造黄山、康山等重点区块。强化精
细治理。开展城市亮化彩化艺术化行动，着力打造城市精品线路、特色
街区和城市夜游示范点。

（四）发力乡村振兴，打造美丽样板地

做强农业提质文章。深入实施“2966”乡村产业振兴行动，加快农
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推动杨梅、榨菜等传统农业和山区林特产业

“老树发新芽”。做优农村美丽文章，统筹实施“千万工程”、美丽城镇
三年行动。

（五）发力生态建设，打好绿色低碳牌

推进环保基础提升，启动实施生态环保基础设施提升 5 年规划，持
续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和一般工业固废、小微企业危废收运处置体系，力
争创建成为省级“无废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强化污染综合治理。加快省首批低碳试点县创建。

（六）发力文化繁荣，滋养根脉生命力

大力推动文化传承，加快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推动井头
山遗址二期考古发掘，强化田螺山、鲻山等遗址保护。统筹横坎头村、
十六户村等红村资源，提升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品牌形象，让红色基
因迸发强大力量。

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投用市公共文化中心，精心建好城市书屋、图
书驿站，着力打造新型文化空间。

（七）发力社会民生，增强群众幸福感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创业就业服务，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
力争新增就业 2 万人、创业实体 1.5 万家。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加强
养老机构服务管理，推动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打造现代教育高地。深
化健康余姚建设。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整合提升“一中心四平台一网
格”功能，不断深化“镇街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构建“大综合一体
化”行政执法体系。

（八）发力自身建设，推动政府高效能

讲政治显担当，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和市
委决策部署，在重点项目攻坚、重大难题破解中锤炼党性、历练干部，
锻造“敢打难仗、能打硬仗”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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