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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跨越，大道向前。余姚将坚定不移忠实践

行“八八战略”，持续擦亮“阳明故里 智汇余姚”

城市地域品牌，高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活力

“最名邑”，争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

的县域样板，为推进“两个先行”、打造“重要窗

口”、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贡献更多的余姚力量。

“八八战略”再深化·余姚

余姚：阳明故里 奋楫扬帆

杭州亚运会开幕在即，以“智造+
服务”著称的大丰实业团队正在杭州
紧锣密鼓“备宴”；中国机器人峰会永
久落户余姚⋯⋯这无一不体现着余姚
积极拥抱数字时代的热情和诚意。

余姚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业强
市，如何应对发展的“制约之痛”？“八
八战略”给出了指引。

余姚对照三个“一号工程”，大力
培育“35”千百亿级产业集群和标志性
产业链，优化布局数字安防与网络通信
等省级特色产业集群核心区，加快发展
新材料、生命健康、机器人及集成等新
兴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
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完善
落实“145+X”项目协调机制，强化重大
项目牵引支撑作用，打造“大而强”与

“小而精”协同发展的企业梯队，不断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022 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到 561.56 亿元，基本形成了城区中央商
圈为轴，西南、东北以及龙山商圈为核心
的“商业版图”。

纵向“修内功”，横向开放合作。近年
来，余姚积极融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出台《余姚市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联合建立中意启
迪科技城、上海虹桥“中意楼”、复旦张江
科创中心等“创新飞地”；积极唱好杭甬

“双城记”，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产学研
技术转化能力不断提升。先后引进建设
浙大机器人研究院等高端科研机构 6家，
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580家，研发投入强度
从 1.73%提高到 3.54%，年发明专利授权
量增长 104倍，填补国内空白关键技术 10
项，获评省科技工作成绩突出先进集体，中
国创新百强县跃居第3位；另外，余姚还积
极开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成
员国等的合作，去年与62个沿线地区和国
家的贸易额达319.46亿元。

向上攀登 擘画产业兴盛新蓝图

宁波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

“硬核力量”，作为全省“双城

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极，理

应在担当“示范引领”重大使

命 中 走 在 前 、 当 标 兵 、 挑 大

梁。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

实的宁波实践，必须坚持一流

标准、树立更高目标，奋力争

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

范引领的市域样板。

——摘自中国共产党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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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当代
价值研讨会在余姚举行，为深挖黄宗
羲思想中蕴含着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
代价值的文化精髓，当天浙江省社会
科学院决定在黄宗羲故里余姚设立

“黄宗羲思想传承发展基地”，这为余
姚争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
引领的县域样板注入强大的文化力
量。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
必有其源。其根所系、脉之所承都与优
秀文化息息相关。

“八八战略”汲取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精华，赓续着浙江的历史传统、人
文优势和文化基因。余姚以自己的地
域文化为“馅”，深挖史前文化、先贤文
化、红色文化，做强城市文化软实力。

韶华二十载，余姚聚力繁荣特色
文化，一体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优质
共享、文旅融合发展，姚江文化带串
点成线，阳明文化季等活动影响不断
放大，2 部作品获评全国“五个一工
程”奖，“阳明文化”入选省首批文
化标识建设创新项目。余姚成为“全

国围棋之乡”“浙江省戏曲
之乡”、省全域旅游示范县

（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从
21.45 亿元增加至 74.46 亿，

“阳明故里 智汇余姚”城
市形象持续擦亮，“文献名
邦 ” 文 脉 神 韵 全 面 展 现 。
20 年的生动实践，引领着
余姚赓续历史传统、文化
基因和精神命脉，推动古城
风韵与都市风尚交相辉映、
人文魅力与时代活力竞相迸
发，蹚出了一条发挥人文优势
塑造发展胜势的有效转化之路。

推动文化建设和创新离不开
人才的助力。余姚坚持“人才第一
资源”理念，打好引才、聚才、育才、
留才“组合拳”，深入实施“姚江英才
计划”、5 个“500 万”等人才政策。目前，
人才创业园已落户江丰电子、智昌科技、
达新半导体等各类项目 125个，累计引育
省级以上重点人才计划专家 120余名，切
实将“人才第一资源”转化为地方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向文而兴 讲好阳明故里新故事

余姚是一方富有光荣传统的红色
热土，四明山区是全国 19 个抗日革命
根据地之一，曾因地处偏远而发展滞
后，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牵挂
的地方之一。

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当地合
理开发山区资源，发展“红配绿”产业，
引进新业态盘活壮大老区产业。去年，
四明山区域实现旅游人数 741 万人
次、旅游收入 21.7 亿元，集体经济总收
入 1.65 亿元，曾经的“光头山”如今成
了村民眼中的香饽饽。

志在所趋，无远勿届。
20 年的生动实践，余姚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紧扣中
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市建设目标，加
速实现生态、生活、生产空间的“大腾
挪、大整治、大提升”，以甬西科创大走
廊、姚江文化产业带为纽带，串联中心
城区、泗门副中心、前湾新区中意片，
带动全域一体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

形成“一主一副五片区、两极三带融山
海”的市域发展格局。

民生所需是根本。余姚坚持每年把
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用于民生，用心打
造“姚优”幸福民生品牌，城镇化率从
41%提升到 81.4%，基本形成以城带乡、以
乡促城、城乡互动的双向奔赴发展格局。

在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涌现
了一批“代表一起来”“请你来协商”等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余姚经验”。

在对口协作帮扶上，余姚累计投入
资金 4.77 亿元、实施项目 760 个，为两地
群众增收致富构建强大的平台。

绿色永远是发展的底色。余姚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
续深化“千万工程”，积极推进低碳综合
试点，累计创成省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
村 37 个，森林蓄积量从 170.3 万立方米
提高到 320.7 万立方米，获评“省清新
空气示范区”，被联合国授予全省唯
一“环保节能新型示范城市”称号。

向美而行 织就美美与共新图景

在“八八战略”实施的20
年里，余姚交出了高质量答
卷：中国营商环境百强县位居
第 5 位、全国工业百强县位居
第 13 位，13 次获评“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在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榜单上频频
亮相……

2003 年 1 月 29 日至 30 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
四明山革命老区考察调研，此
后多次写信给余姚，这些皆是
推动“八八战略”在县域层面
创造性实践的根本指引。从
此，余姚实现了从资源小县到
经济大市、从区域节点到开放
门户、从总体小康到高水平全
面小康的历史性跃迁，迎来了
从打造和谐富裕新余姚到建设
现代化美好活力“最名邑”的
重大跨越。

余姚要以一流成绩、一流
成效持续彰显“八八战略”的
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决扛
起“示范引领”的重大使命，
奋力争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
代化示范引领的县域样板，努
力以“余姚之能”彰显“中国
之治”、擦亮“浙江之窗”、展
示“宁波之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