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个！长三角“千亿县”俱乐部扩容
日前，长三角各县区市2021年

主要经济数据相继公布，2021年

GDP突破1000亿元的“千亿县”名

单也陆续出炉。按照县域统计，

2021年，江苏千亿县有17个，浙江

千亿县有24个。安徽诞生首个千亿

县合肥市肥西县，成功加入长三角

“千亿县”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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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宣威府，喜迎八方客。东
华大学、江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安徽大学……2月27日，2022长三
角艺术振兴乡村高校毕业设计联
合行动“乡聚毕设”，在浙江省宁波
市宁海县岔路湖头村正式拉开大
幕，长三角12所高校设计专业的师
生走进宁海，把毕业论文写在大地
上，用设计为乡村振兴助力（见右
图）。作为活动发起人，东华大学
服装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庆军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12所长三角高校在宁波携手探索“艺术振兴乡村”

上뇏튵짨볆뮭퓚쿧듥듳뗘짏

“2021年，江苏昆山GDP4748.06
亿元，江苏江阴GDP4580.33亿元，
江苏张家港GDP3030.21亿元。”
——数据显示。江苏是县域

经济强省，昆山、江阴、张家港不
仅占据江苏去年县域经济前三
名，放眼长三角，2021年经济总量
均超过3000亿元的县（市、区）也
只有江苏这三地。

“从根本上来说，慈溪在建设
前湾新区中，它的独特优势在于
‘城’。相较于侧重产业的杭州湾
新区，就‘城’而言，慈溪不仅是区
域内经济和文化中心，更是科技
教育、商贸商务、保险金融、教育
培训、供应链集成和生态人居环
境，有较高的辐射能级。”
——浙江省慈溪市发改局负

责人表示。为加速从县域经济向
都市经济转型，慈溪推动传统产
业改造提升，仅去年就整治提升
“低散乱污”企业603家，企业上规
265家；过去五年，慈溪研发经费
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升至

3.2%；慈溪中心城区建成区已扩
至50平方公里，新城河、新潮塘、
环创、城南等板块联动崛起，各项
公共服务辐射半径不断拓展。
2021年慈溪市地区生产总值
2379.17亿元，是浙江省唯一GDP

超2000亿元的县（市）。

“从长三角区域竞争力看，绍
兴越城区未来仍要积极主动‘融
杭联甬接沪’，包括交通、资源要
素的互联互通。”
——作为浙江“千亿俱乐部”

新晋成员，2021年绍兴市越城区
生 产 总 值 1185.3亿 元 、增 长
8.8%。对此，绍兴市越城区发改
局局长沈华清表示，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趋势下，越城区愈发关注
区域协调、内外联动发展。过去

五年，该区镜湖、高新、袍江、江滨
等片区加速融合，城镇化率已达
84.7%。同时，越城区建设杭绍台
高速、轨道交通1号线、城市高架
等，以交通提升城市空间能级。
越城区明确，未来五年将打造长
三角区域内“国字号”平台最多、
辐射效应最强的中心城区。

“很多工作标准肥西必须抬
高标杆，向沪苏浙学习。去年以
来，安徽合肥、宣城、黄山等地选
派了多批干部，赴沪苏浙跟班学
习，学习好经验、好做法、好作
风，安徽县域经济潜力有望进一
步挖掘。”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委

书记、县长陈伟在肥西县产业高
质量发展大会上表示。肥西县是

安徽诞生的首个“千亿县”，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018.7亿元，
经济增速13.7%，在长三角所有县
域增速中排名第一。但会上，陈
伟提出，“千亿”肥西，短板很明
显。去年数据显示，亩均税收方
面，江苏江阴23.2万元、江苏张家
港21万元、浙江海宁26.5万元、浙
江瑞安44万元，而肥西仅8.2万
元。此外，肥西的研发经费在长
三角各强县中，排名也靠后。

“‘十四五’时期，庐江县将继
续坚持以‘融入大合肥、对接沪苏
浙’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工业
强县、农旅富民、大美庐江’三大
战略，强力推动‘三山一湖、三寨
一海’建设，力争实现‘千亿县’以
及奋力实现‘全省争五强、全国冲

百强’的目标。”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委

书记许华为在全县改进工作作风
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大会上表
示。2021年，庐江县地区生产总
值547.2亿元，同比增长6%，居全
省59个县市第7位。

“一是历史与地理叠加，苏浙
沪尤其苏南、浙北、浙东地区，经
济基础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活
跃；二是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
业、社队工业、民营经济率先发
展，推动县域经济壮大提升；三是
开放的国际化的都市区（圈）经济
与县域经济齐头并进，地级市层
面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带动，县域
经济发展集聚体（如昆山、江阴、
张家港、常熟等苏南四小龙）在比
学赶超中攀高比强争先进。”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

院无锡研究中心研究员包卿认
为，长三角“县域经济”发展好的
原因在于以上三点。

吕倩雯 整理

落地
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突发奇

想，陈庆军说，活动能顺利开展，

是源于前期的积累。

早前在安徽大学任教时，陈

庆军便对地域文化十分感兴趣，

之前在英国做访问学者，也对英

国乡村为何能成为一张文化名

片，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那时对乡村振兴虽没有系

统研究，但也接触过许多相关的

人和事。比如，安徽的茶叶很有

名，之前做茶叶包装设计，会接触

到茶农，关注他们的生活。我就

在想，在资源不被关注的乡村，要

把文化转化出来，设计是路径，我

们要用设计讲好中国故事。”

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

为国家战略，陈庆军主持国家艺

术基金“长三角乡村振兴战略的

文创设计人才培养”项目时，就

带领一批高校师生走向乡村，

2021年，陈庆军再次主持上海文

教结合 ·高校高层次文化艺术人

才工作室项目“长三角乡村设计

研究工作室”，陈庆军以新的研究

视角再次走向沪苏浙皖的众多乡

村，在一系列科研和实践课题中，

陈庆军与宁海结缘。“宁海对于我

们的项目非常支持，在艺术振兴

乡村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一边是乡村振兴和长三角一

体化两大国家战略的加持，一边

是学生在做毕业课题时，在“虚拟

的空间”进行“假想的设计”。“为

什么不找一个村子让他们去做

呢？”前期的积累，让陈庆军产生

了这样的想法，而他的这个设想，

很快得到了长三角设计类高校的

积极响应。

短短几个月时间，沪苏浙皖

12所高校设计院校的师生，身体

力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4

个设计选题方向提出了60个毕业

设计课题，“把论文写在大地，把

设计做在乡村”。

推进
活动的启动仪式，对于学生

们来说，实际上是论文的开题仪

式，赶上春暖花开的日子，陈庆军

的心情十分激动。“这个仪式本来

去年12月就应该举行了，因为疫

情延期到现在。但我们的活动其

实一直在有序推进，作为发起方，

我们的团队工作人员在村里驻

扎，为前期不能到场的同学提供

设计所需要的支持。”

艺术振兴乡村，不能流于形

式，为了设计而设计。在这里，每

一个毕业设计，都从实际出发，结

合当地村庄改造、发展的需求。

比如，湖头村村头的公共空间的

改造，村民盼了很久，想要一个可

以开展文娱活动的广场；比如，村

子里特色的状元糕、艾草馒头，怎

么通过视觉包装设计，让它们脱

颖而出，如何结合研学，带动产业

的升级；比如，村里古戏台独有的

木工，怎样通过文创产业为乡村

振兴赋能……“这些设计都酝酿

了很久，经过前期的实地考察和

论证，我个人觉得，在人居环境、

空间景观还有产业发展等方面会

比较出彩。”陈庆军说。

看起来是高校师生为乡村振

兴献计献策，但实际上，“赋能”是

双向的。“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我

深切地感受到她的神奇。湖头

村，葛洪道家养生文化承载着我

们祖先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智

慧；五匠之乡实际上是中华民族

造物工匠精神的最好表达；十里

红妆的吉祥民俗文化更是先辈对

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这难道不

是我们最好的课堂吗？”

看着因为一方古戏台上从未

见过的木工而兴奋的同学，陈庆

军更加坚定了发起活动的初衷，

他想象着60个毕业设计作品在这

片不断探索“艺术振兴乡村”的

土地上落地生根，就像每个高校

的铭牌都被设计成一粒种子一

样，未来半年，种子生根发芽，将

从60个视角，为村庄带来60个发

展的可能性。“非常值得期待。”陈

庆军说。

展望
陈庆军最期待的，是6月在田

间地头举行的毕业论文答辩，这

是前所未有的答辩形式。“村子

里，村民四处集聚，可以来凑热

闹，也可以现场提问，参与其中。

学生论文呈现的可能是设计方

案，可能是进行中的工程，也可能

是已完成的项目，虽然设计是否

落地并不作为论文考核的必要条

件，但这会是加分项。对于学生

来说，一个好的设计，要考虑方方

面面的可操作性，一个毕业作品

的落地，他们需要和各方沟通、协

调，对他们的综合管理能力，是非

常好的锻炼。”

这是陈庆军作为一名教师，

基于培养人才这一重任的考量，

带着学生迈开走进乡村广袤土地

的第一步，并且在起步时就教会

他们“脚踏实地”，把长三角的高

校汇集在一起，他希望看到各高

校学子之间互相激励、共同进步，

而“能力”将成为学生们未来发展

的内生动力。

对于村庄，陈庆军同样在寻

找激发它们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

力，60组毕业设计如果落地，谁来

负责后续的运营，谁来让它们在

村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出应有的

作用？陈庆军说“高手在民间”，

村民才是建设乡村的主人，要让

村民“自信起来”，正如东华大学

的队名那样，“人民当家作组”。

为了用好村民的力量，“乡聚

毕设”活动还特地为同学们安排

了村民导师。“设计源于生活，村

民导师将全程参与学生的毕业设

计，一方面会让学生的作品更接

地气，更具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在

作品落地之后，村民导师将组织

村民进行后续的运维。”

陈庆军说，如果配套到位，两

三年内便可以看到这些作品给这

片土地带来的改变，至于它们会

给乡村的长期发展带来什么，陈

庆军说，改变本身就会吸引更多

关注的目光，每一个未知的改变

都将孕育新的希望。“事实上，已

经有不少乡贤在关注，乡贤基金、

教育基金会、创业联盟，都可能成

为‘造血’的力量。”

本报记者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