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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在
杭州开幕，袁家军作报告，擘画了今后
五年浙江发展的宏伟蓝图。报告多次
提及宁波，赋予我市一系列重大使命、
重大任务。

展望“浙”五年，宁波“甬”前行。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先行省建设的大舞台上，宁波将扮演
怎样的角色？让我们翻开党代会报
告，通过其中的“宁波元素”窥探一二。

聚焦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先行的宏
伟目标，必须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
记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党代
会报告提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
继续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这是
领袖对浙江、对杭甬两市的要求和期
许，也是深入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战略的具体行动。

对此，宁波已进行探索和实践。
去年出台的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
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全面形
成杭甬双城核心引领、错位协同、联动
创新、竞合共赢的发展局面，基本形成
杭甬双城经济圈格局，对全省辐射带
动作用明显增强，更好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

全面转入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需要一支强大的人才队伍。党代会报
告提出，要建设更具吸引力人才平台，
支持杭州、宁波人才高地和温州等区
域性人才高地建设。

创新与人才，牵动着宁波高质量

发展的一呼一吸。当前，宁波正在奋
力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的战略支点城市，连续数年在谷雨举
行人才日活动，打造“甬江引才工程”，
扩大“人才之家”矩阵，完善宁波“人才
码”服务平台，让宁波成为四海英才的
逐梦之地、圆梦之城。

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开放是
宁波最大的优势。党代会报告提出

“纵深推进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设”
“推动宁波舟山共建海洋中心城市”
“把宁波舟山海域海岛作为重中之
重，加快提升全球大宗商品资源配置
能力”，无疑是一针针扩大开放的强
心剂。

去年11月举行的义甬舟开放大通
道建设现场推进会上，宁波行动方案
正式出炉，计划在“十四五”末基本建
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城市，成为引
领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设和我省新时
代高质量开放发展的排头兵；今年，市
委、市政府印发了《宁波市加快发展海
洋经济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行动
纲要（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
初步确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格局地
位，2035年基本建成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面朝浩瀚东海，宁波鼓起风帆、
逐梦深蓝。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宁波提
升城市能级的步伐愈发铿锵。这次党
代会报告也就此作出部署，提出要全
面提升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

市区和中心城市能级，着力塑造引领
未来的新增长极。

这与宁波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的长远目标，不谋而合。以此为引领，
宁波将以更充沛的能量、更积极的姿
态，全力以赴推进“六大变革”、打造

“六个之都”，努力彰显城市的硬核力
量、极核功能、滨海形态、优良生态、文
明典范、国际风范，奋力开创现代化滨
海大都市建设新局面。

在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进程
中，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同样重要。
从党代会报告中看到，省委赋予宁波
的使命与职责，是推进河姆渡等文明
之源大遗址群保护利用，提升阳明文
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

事实上，河姆渡文化的挖掘和保
护确实将有新进展——井头山遗址展
示馆和贝丘遗址现场展示点工程项目
即将建设，河姆渡遗址公园将申报国
家级考古遗址公园，河姆渡博物院迁
建工程也在筹备实施之中。宁波将用

好这些宝贵资源，加快打造新时代的
文化艺术标识。

值得注意的是，党代会报告还提
到了“大力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这句话并未直接提及宁波，但它的背
后，是宁波肩负的重大国家使命。

今年1月25日,自然资源部批复
同意宁波市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试
点工作方案，这使得宁波成为全国第
一个开展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的城市。
未来五年，宁波将全面开展这项国家
试点，加快形成与现代化要求相匹配、
滨海特征相协调、大都市品质相适应
的空间格局，为全省着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先行示范添筹加码。

期盼未来五年的宁波，能在省党
代会提出的目标和传递的精神的引领
之下，进一步激发“向东是大海”的豪
情壮志，拿出“到大海里游泳”的豪迈
气魄，以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的卓
越成效，为全省“两个先行”作出更大
贡献。 据甬派

“两个先行”，浙江底气何在？

“浙”五年、“甬”前行！
盘点省党代会报告里的宁波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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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似火的6月，
在浙江省第十五次党
代会上，“两个先行”
的号召振奋人心——
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
域现代化先行！

6月 20 日上午 9
时，浙江省第十五次
党代会在省人民大会
堂隆重开幕。

高质量，是浙江
发展的主线，也是“两
个 先 行 ”的 底 气 。
2021 年，浙江 GDP
站上 7 万亿元，人均
GDP超过11万元，城
乡居民收入稳居省区
第一……经济实力稳
步提升。背后支撑着
的，正是浙江的民营
经济、数字经济、高水
平均衡协调发展等金
名片。

什么是高质量发
展？是从“重视数量”
转向“提升质量”、从
“规模扩张”转向“结
构升级”、从“要素驱
动”转向“创新驱动”
的跃迁，这是浙江经
济发展的坚强力量，
也是未来实现“两个
先行”的制胜法宝。

创新制胜，在高位上实现新增长，势必要抓牢创新这一
重要法宝，这是浙江的经验，也是今后的做法——着力推动
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近年来，浙江省着力强化创新驱动，深入实施人才强
省、创新强省首位战略，深入实施‘鲲鹏行动’‘高层次人才特
殊支持计划’等人才工程，全省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在6月7日高考首日，浙江语文卷作文题目上，这段话和
广大考生见面。浙江对创新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此前不久，白马湖实验室、东海实验室和天目山实验室，
以及湘湖实验室相继加入浙江省实验室“全家福”，意在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源头供给、科技支撑和新的成长空间。

加之之江、良渚、西湖、湖畔、甬江、瓯江等6家实验室，浙
江这10个创新马达，将以“跨山追海争雄长”的魄力，集聚各类
资源要素打造创新策源地，为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创新底座。

一直以来，浙江有民营经济这支“生力军”，而今数字经
济作为浙江的“一号工程”，也已成为彰显浙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金名片”。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中，浙江的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8%，成为经济稳增长
的新动能。

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也成为拉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比如杭州萧山区，以“亩均论英雄”大数据平
台为基础，打造低效企业整治提升数字化平台，对低效企业
精准施策等。

“数字”之下，浙江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越发顺畅。
2021年，浙江全省规上工业企业首超5万家、增加值首超2万亿
元、新产品产值率首超40%，研发支出首超2000亿元，工业企业
营收首超10万亿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五个首次突破”。

向未来，浙江还立下数字化改造“三个全覆盖”目标，到
2025年，力争实现百亿以上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覆
盖、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数
字化改造全覆盖。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浙江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
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面朝太平洋航道，背靠长三角经济圈，活跃着一个东
方大港——宁波舟山港。

这里，年货物吞吐量超12亿吨，连续13年蝉联世界
第一；年集装箱吞吐量破3000万标准箱，稳居世界第三。

今年，尽管受疫情冲击，宁波舟山港依然扛起全球供
应链的“定海神针”，成为浙江对外沟通的重要窗口。

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
带一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浙江的开放格局越开
越大，与时代和国家越发“同频共振”。

高质量发展不光要拉长长板，还要补齐短板。就浙
江来说，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总体较高，2021年城乡居
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4，城镇化率达到72.7%。在共同
富裕和现代化大场景下，山区26县和农业农村仍是短
板，但也是潜力所在。

浙江已经着手做大这些区域的“蛋糕”。去年来，在
“一县一策”引导下，浙江推动山区26县因地制宜发展
“一县一业”特色主导产业，目前已经形成7个产值超百
亿元产业，3个“一县一业”产值超70亿元，有望冲刺百
亿。不久的将来，这些地方，或将成为浙江新的增长极。

一个地方发展得好不好，吸引力大不大，人口是一个
观察切面。2021年末，浙江省常住人口为6540万人，与
2020年末常住人口6468万人相比，增加72万人。而省
会杭州常住人口就增长约23.9万人。

放在全国，这份人口“成绩单”也相当优秀。从以前
的追逐“北上广”，到浙江成新宠，其间也显示了浙江的包
容度和发展力。

当然，浙江“两个先行”的底气，不止于此。
东海之滨，山和海赋予了浙江山的坚毅和海的辽阔，也

终将带领浙江拥抱更大的世界！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底气，源自创新

底气，来自澎湃的数字新动能

底气，来自高水平开放

底气，在于区域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