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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间，建德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2 年的 250 亿元增

长到 2021 年的 431 亿
元，年均增长 7.4%；

财政总收入从30亿元
增长到 67 亿元。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2012 年 的 28812
元 上 升 至 2021 年 的

60183 元，农村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从

14795 元 上 升 至

33807 元，分别增长

1.1倍和1.3倍。

全市规上工业总

产值突破 600 亿元大

关，现代农业成长为特

色优势产业，建德草莓

种植遍布全国 27 个省

（市、自治区），产业规

模位居浙江第一、全国

第三。严州古城、航空

小 镇 成 功 创 成 国 家

AAAA 级景区，入选全

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

百强县，服务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从 2012 年

的30.8%提升至2021

年的40.8%。

城 镇 化 率 由

42.6% 提 升 至

53.2%。古镇梅城、

寿昌双双创成“省级样

板”并入选全省“千年

古城复兴建设试点”。

十年累计打造中心村

30 个、精品村 67 个、

风情小镇 7 个，入选部

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

区、获评全省新时代美

丽乡村示范县。

一江春水，直奔钱

塘，川流不息；一座严

州，蝶变浙西，渊澄取

映。

248 年前，徽商朱

仰懋来到建德定居，开

始制作五加皮酒。他给

自己的酒坊取名“致中

和”，精准地表达了这座

浙西小城的山水灵气和

人文底蕴：淡然而不傲

慢，从容而不拘束，这种

骨子里的“中庸之道”，

是建德古朴醇厚的生长

脉络。

新时代新征程下，

建德发展的新格局正不

断打开。在“八八战略”

指引下，从践行“两山”

理念、深化“千万工程”，

到全市域全方位融入长

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建德人始终紧扣时

代的脚步，将“建功立

德”的信念融入血液，将

“宜居建德”塑造成城市

的品牌。

十年间，我亲自参与、

亲身感受家乡之江村从一

个垃圾遍地，客人一进村

就要捂鼻子的脏乱差的村

庄，一步步变成白墙黑瓦、

村道整洁、四季花海的“网

红村”。

——民宿业主王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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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TATA

说——

从鸡粪到花海，一个村庄的十年之变

清澈的新安江流到建德市下涯镇之江村，拐成

了一个“之”字形。“之”字顶端的黄饶半岛上，朵朵波

斯菊随风摇曳，橙色、黄色、紫色，在风中轻舞，绘成

了千亩浪漫花海。王建录的“之江小筑”民宿，就在

花海对面。国庆假期虽已过去，依然不停有客人发

来微信打来电话，要预定房间。“长假期间一房难求，

所有的客房一个多月前就预定出去了。”王建录说。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

月近人。”孟浩然走过建德江，留下千古绝句。之江

村沿江 10 公里的那一段，正是新安江最美的一段。

但2012年王建录回村担任村支书时，却完全没办法

将家乡和美联系起来。村落、旷野、树林还在，但沿

江两岸有养猪、养鸡场数十家，畜禽粪便遍地，一进

村口就得捂住鼻子，村民们大夏天也不敢开门窗。

2013年起，在全省“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的大

背景下，之江村痛定思痛，大力实施畜禽退养，进行

农田综合整治，推动整体环境和景观提升。随着黄

饶半岛田园综合体建设，千亩花海、新安奇雾、27公

里“最美绿道”等众多景观不断涌现，之江村也从默

默无闻的小村庄变成了广受欢迎的“网红村”。

之江村的转身并非个例。9月21日，在“杭州这

十年·建德”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建德市委书记富永伟

介绍说：“绿色生态是建德的最大财富、最亮底色和最

优品牌。”过去十年，建德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深入推进“美丽建德”建设，绘就“宜居

建德”新图景，先后荣获一系列省级以上荣誉和称号，

五次捧获治水“大禹鼎”，两度捧获“大禹银鼎”。

近年来，建德高标准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

在全省率先启动美丽城镇建设，古镇梅城、寿昌焕发

新的活力，双双创成“省级样板”并入选全省“千年古

城复兴建设试点”。

宋韵可触可感可见，一座古镇的转身

宋韵，在建德可触可感可见，在曾为南宋“京畿

三辅”的严州尤为可寻。勾栏瓦肆、曲水流觞、品茗

赏月、吟诗作赋⋯⋯文人墨客笔下的宋韵风雅，你能

在梅城镇严州古城景区切身感受。

这背后，是梅城镇为推进美丽城镇建设而付出

的多年努力。3 年来，梅城镇围绕拥江发展，统筹进

行城乡风貌建设与古城保护开发，先后修缮市级以

上文保单位 30 余处，建设文化体验场馆 15 个，复建

历史牌坊 16 座，形成文化历史街区 5 个。今年，即

将开展 1.6 万平方米的府衙、县衙及古城墙遗址等

历史文化遗产考古发掘，州府规制清晰、街巷肌理完

整、历史文脉可寻的千年古府正加快复苏。

宋韵不只在凤凰山下，也在新安江边。建德

借势借力，搭载宋韵的文化列车，加速前行。

钱敏的“她的莱莱”咖啡店，就在古

城步行街上。钱敏是本地人，这条窄窄的巷弄离她老

家不过10分钟。清晨小贩的吆喝声，铁匠铺叮叮的打

铁声，是儿时的温馨回忆。但随着时代变迁，梅城经历

了一段漫长的停滞——“破破烂烂，20年一个样”。

变化大概从2017年开始。这时钱敏才发现，自

己一度为之惋惜的停滞，其实是一笔财富——曾经

的严州梅城，从府到县再到镇，虽然错过了经济社会

发展的浪潮，却在无意中保存了更多历史的遗痕。

如今，这些雪泥鸿爪正逐一清晰还原。

2019 年底，历史街区开始招商，钱敏也决定返

乡创业。因为本人很爱喝咖啡，她选择在重获新生

的老街，开出人生中第一家店。“即使有疫情的插曲，

古街人气依旧居高不下。”钱敏感慨道，南来北往的

游客，操着各色口音，赶来建德。古镇复苏了。

更多的宋韵文化，在建德被不断发掘、打磨。建

德市委、市政府更是紧扣“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以打

造“宋韵文化标识地”为目标，深入实施严州古城、寿

昌古镇、新叶古村复兴计划，系统挖掘南宋文化、水

浒文化、诗词文化。

“把历史文脉源源不断地融入‘宋韵文化标识

地’开发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提升文化引领力和

生产力。”建德市委相关负责人说，“相信这张名片将

持续擦亮，成为持续打造‘宜居建德’的绵长力量。”

一座抽水蓄能电站的30年追梦

9 月 15 日，建德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筹备工程正

式开工，该项目为国家和浙江省“十四五”规划重点

能源建设项目，投资之巨，为建德历史之最。

从 1992 年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首次进行抽水

蓄能电站选点开始，30 年的追梦历程满含艰辛，51

万建德人民翘首以盼的“大喜事”终于尘埃落定。接

下来，建德还将乘势而上，引进空气压缩储能、电化

学储能等清洁能源项目，努力打造浙西储能中心。

建德，“因水而建、因水而兴”。1957年，新中国

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主施工建造的大型水

力发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在建德开工；1996年，“有点

甜”的“农夫山泉”从建德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成为当下中国饮用水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过去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偏远闭塞的小渔村，会

发展成为今天宜居宜业的幸福城，造就了天下独绝

的“白沙奇雾”和“17℃新安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德知之深，行之

远。为了保护好一江秀水，更好打通“两山”转换的

通道，建德谋定而后动，不遗余力抓传统产业整治，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釜沉舟的勇气，全力推动化

工、建材、碳酸钙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化工产业经

过两轮整治提升，成长为建德首个百亿产业。当前，

建德正在加快培育水产业、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努力构建新的产业格局。

唯进步不止步，坚守初心铿锵前行，建德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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