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赣省际未来驿站项目建设现场

金秋十月，是丰收的季节，更是满载期望
的季节，项目建设势头正劲、招大引强氛围正
浓。在这奋楫扬帆的干劲中，浙赣边际合作
（衢饶）示范区（以下简称衢饶示范区）建设正
酣，加速转化为常山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衢饶示范区位于常山县白石镇、江山市
大桥镇和江西省玉山县岩瑞镇交界处，由常
山、江山、玉山建设片区组成，以合力构建合
作发展经济圈为目标，构建两省开放发展的
大通道，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促进两省优势互补，打破传统行政区划壁
垒，打造省际合作新样板、绿色生态新示范、
智慧城市新高地的经验探索。

目前，浙赣省际未来驿站项目能源驿站
区块完成室外配套施工和项目验收，具备营
运条件；球川轴承小微产业园二期主体建筑
全部完工，三期扩建项目也已开工建设；总投
资 6800万元年产 20万樘的工程门项目及年
产300套轨道交通液压系统等项目已经落地。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跨区域污水处
理、供水、供电、供气，探索双方在平台共建、
产业升级、项目招引、交通互联以及教育、医
疗、文旅、人才培训和基层治理等方面实现更
深领域、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合
作。”常山县浙赣边际合作（衢饶）示范区建设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做大工业经济，更要做强特色农业，常山
以“双柚合璧、争创百亿”为目标，双柚产业成
为推动共富新引擎，树立乡村振兴典范。

十月瓜果飘香，常山县十多万亩胡柚和
香柚即将迎来双丰收。在衢饶示范区的香柚

种植基地，3000亩的香柚树挂满果实。
这些香柚正是爆款饮料双柚汁的原料之一。
近年来，常山“吃干榨尽一颗胡柚果”，不

断创新研发胡柚深加工产品。引进柚香谷企
业，开发双柚汁，打开市场，并且探索三产融
合，通过串联柚香谷景区、不老泉养生度假
区、草坪村共富果园研学基地、浙赣共享餐厅
等点位，打造吃喝玩乐游养学于一体的农旅
游玩路线。

“截至目前，全县胡柚深加工产值达 18.6
亿元，同比增长 56%，预计全年总产值可达到
30亿元。”常山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
展中心副主任汪丽霞说。

产业强、农民富，依托双柚产业，仅一家
柚香谷企业就辐射全县 6个乡镇（街道）26个
行政村，2021年带动农民增收1700万元，还助
推邻省交界村170余人就业，其中低收入农户
30余人，实现村民增收650余万元。

产业先行 建设省际发展新标杆

双柚汁生产间

随着衢饶示范区常山片区与玉山片区基
础设施物理连接的推进，省际边界的基层治
理也在进行着更深领域、更高质量的合作。
球川镇、白石镇分别与江西省交界的双明镇、
岩瑞镇建立信息共享、矛盾联调、事件联处的
跨省域网格，探索两省联动的基层共治模式。

在白石镇草坪村临近江西省边界的村道
上，一支身穿红马甲的志愿队会经常巡查道
路上的固废垃圾倾倒状况。

去年底，有村民反映，320国道至草坪村
西塘坳村道旁有一块常山县、江山市、玉山县
三地交界处的“插花地”，时常有人把废弃渣
土及生活垃圾倾倒在这里，给环境带来破
坏。了解情况后，跨省网格组员立即就该问
题开展现场办公，立即清运垃圾，并成立志愿
巡逻队，在浙赣边界形成一道亮丽的“红马
甲”风景线。

“现在这条道路干净整洁，看着都舒服。
原来这片三不管的地方，现在天天可以见到

‘红马甲’。”草坪村村民帅平土说。
自跨省网格运行以来，两省已累计互通

疫情防控信息千余条，流转“插花地”200余

亩，共召开专题协商会29次，协调解决各类问
题矛盾50余个，调处80余件边际群众纠纷。

去年以来，球川镇和江西省玉山县双明
镇创新推进以“纠纷联调、治安联防、诉讼联
处”为主要内容的“球双矛调共同体”建设。

10月1日，由两地派出所民警、镇村干部、
党员、网格员以及志愿者组成的球—双平安巡
逻队正式启动，筑牢省际平安边界。“形成常态
化跨省联防联控机制，相互协调，明确巡控路
线、巡防重点，提高巡防的针对性、有效性。”常
山县公安局球川派出所教导员韩飞说。

截至目前，球川、双明两地法庭联合处置
涉诉纠纷 182件，调撤案件 115件，有力保障
了省际边界环境的和谐稳定。

“我们推行大综合一体化联动执法，整合
周边乡镇执法力量，将网格区域纳入共同执
法覆盖范围，确定联合监管执法重点事项 6
项，问题发现提速 4倍，整治时间提速 3.5倍，
同类执法事件复发率下降42%，信访纠纷下降
11%。”球川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联合执法使
省际治理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治法先行 构建省际边界基层治理新格局

城市的发展需要注入人才的强心
剂。近年来，常山完善统筹扶持职业教
育发展、招才引智系列政策，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强“人才引擎”。

以衢州数字工业学校迁建为契机，
常山引进吉云教育集团，创建常山技工
学校，探索衢州数字工业学校和常山技
工学校“两校”融合，奋力培育四省边际
职业教育新高地。

九月初，常山县第一所全日制综合
性公建民营的技工院校正式开学，首批
招生共 800多人，其中衢州市外生源
468人，占比超 50%。学校占地面积近
200亩，是一所以培养中级技工、高级技
工为主要任务，集学制教育、技能培训、
创业孵化、社会服务为一体的全日制综
合性公建民营的技工院校。

“师资强，配套齐，孩子放在这里很
放心！”来自江西省玉山县的学生家长
徐女士欣慰地说。

除了在职业教育上下功夫，常山还
在招才引智上做文章。

9月 21日，常山县召开科技创新和
人才工作大会，成立常山人才发展集团，

这标志着常山县在运用市场化手段开发
和配置人才资源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作为全省山区 26个县之一，常山
也面临着‘引才难’，尤其是高端人才留
常意愿不高、企业与人才对接的路径较
少等问题，直接影响了企业生存发展，
并制约了山区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常山人才发展集团董事长张雪飞说，为
了解决以上问题，常山县专门成立以人
力资本运营为产业的国资公司，旨在打
造“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

常山人才发展集团立足四省边际，
采用“1+N”即1个母公司与N个子公司
的组建模式，面向全国开展人才招引、
平台运营、创新基金、教育培训、综合服
务等业务，对各类高新技术企业、新兴
技术产业、人才孵化项目等进行投资，
建设强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截至目
前，常山县已吸引 2万多名外地人在常
就业创业。”张雪飞表示，除了子公司的
成立，集团还将探索成立常山省际工匠
学院，吸纳四省边际职业教育资源，定
向培养企业急需技能人才，全力构建四
省边际人才聚集“强磁场”。

教育先行 培育职业教育新高地

常山技工学校

“两个先行”催人奋进，“第一门户”彰显担当。

常山，素有“八省通衢，两浙首站”之称。宋朝时，常山第一

西大门的概念与意义就被予以充分肯定。而今，站在新的发展

起点，“浙西第一门户”的发展定位被赋予新的使命。常山县委

十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常山县委关于深

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奋力打造省际合作先行示范

县的决定》，这既是对常山落实“两个先行”的必然要求，也是常

山围绕全省打造“重要窗口”目标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年7月26日，常山县与玉山县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梳理启动第一批24项合作任务清单，系统谋划实施三清山

大道、常玉快速通道、浙赣运河等一批跨区域交通、水利项目，进

一步深化省际合作。

在集成改革中成长，在开放合作中前进，常山正不断致力于

寻找推动省际合作携手发展的“金钥匙”，突出做强自己、聚力创

新制胜、注重开放合作、坚持唯实惟先，补短板、强弱项，探索具

有普遍意义的省际地区合作新范式，奋力走出一条具有常山辨

识度的“两个先行”新路径。

奋
力
打
造
省
际
合
作
先
行
示
范
县

报
道
组

俞
国
文

郑
徐
丽

常山江（辉埠—双港口）航电枢纽项目效果图

大美大美常山常山

“日望金川千张帆，夜见沿岸万盏
灯”的航运繁华景象，是常山历史深处
的记忆。加快常山江航运复兴，推动黄
金水道通江达海，是常山人民多年的梦
想。常山江（辉埠—双港口）航电枢纽
项目（以下简称常山江航电枢纽项目）
的建设将带动一江两岸片区开发，强力
推进内外开放行动。

梦想照进现实，9月 29日，四省边
际交通物流桥头堡攻坚大会暨重大交
通项目集中开工开通仪式举行，标志着
总投资 90.3亿元的常山江航电枢纽项
目正式开工，其中常山段总投资约 58.3
亿元。

今年 1月 1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
“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
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27号），钱塘江
中上游常山江（辉埠—双港口）航电枢
纽项目成功列入国家级规划，成为衢州
市第一个纳入经国务院批准规划的交
通项目。

“常山江是钱塘江中上游航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向下通过钱塘江航道沟通

浙北和浙东内河航道网，向上通过浙赣
运河未来可实现与江西信江沟通。”常
山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臣
介绍，常山江航电枢纽项目开发航运，
将实现钱塘江水系与长江、珠江水系航
运联网。

“常山江航电枢纽项目响应浙江全
面推进高水平交通强省建设的号召，连
通江西信江航道和衢江航道，集航运、发
电、蓄水、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将改
善常山县综合运输体系，促进沿江产业
带布局和经济发展。”常山江航电枢纽项
目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航运开
发对于常山县打造绿色低碳跨越式发展
新标杆、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建设，推动常
山全域开放，打造四省边际共同富裕先
行示范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接下来，常山县将大干快上掀起交
通项目建设热潮，联合开展常玉快速通
道、三清山大道项目前期研究，同步推
进浙西窗口服务区建设……为建设“浙
西第一门户”持续发力，推动县域经济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交通先行 打造四省边际协同发展桥头堡

浙西窗口服务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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