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今年是“千万工程”实施二十周年。“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
2003年6月5日在浙江启动。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在全国推广。二十年来，“千万工程”取得了具有历史性、开拓性、引领性的巨大成就，
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改变了亿万农民面貌。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之际，本报记者深入之江大地11个地市、30余个村庄，学
访“千万工程”的思想脉络、发展轨迹，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特撰写系列长篇通讯《“千万
工程”二十年记（上中下）》。今天刊发上篇《初心如磐》，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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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科技自
立自强》，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科技
自立自强的重要文稿 50 篇，其中部分文稿是
首次公开发表。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

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面谋划科技创新工
作，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基础研究和原始
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重大创新成果竞相
涌现，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习近平同志
围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立足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把握世界大
势和时代潮流，深刻阐明了科技创新在人类社

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述了推进我国科
技创新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和基
本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
要求，对于我们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
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科技自立自强》出版发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兰生 江娜 施维 孟德才 朱海洋

西北风掠过黄土高原，所过之处卷起漫天黄尘。那是上世纪七十年
代的陕北梁家河，农民祖祖辈辈过着一身尘土、满目苍凉的生活。

燠热的盛夏，院子里阵阵臭气格外浓烈，挥之不去。那是上世纪八
十年代的河北正定，家家户户的茅坑连着猪圈，“连茅圈”是华北农村传
统的居住格局。

通往山乡只有一条路，要一边走一边砍树杈、劈野草。那是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福建宁德，进一趟下党村，下了车还要步行爬山两个多小时。

炸山开矿的灰粉长年笼罩着村庄，“山是秃头光，水成酱油汤。”那是
本世纪初的浙江余村，卖矿石制水泥让余村成为“首富村”，然而家园也
变成了瓦砾场。

中国农民虽然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但他们不应该灰头土脸地过生
活、不应该在垃圾堆旁讨营生，他们有权利过上干净和乐的美好生活！

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初心。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江山壮丽多姿，让亿万
农民有一个美好家园，就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最生动的写照。

这也是一代共产党人对下一代共产党人的嘱托。绾着裤腿，翻山越
岭到农民中间去，为农民谋一个美好生活，就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的最深情的传承。

让农民过上美好的生活，成为一个时代的呐喊，成为一个初心如磐
的共产党人，从青葱少年一路走来不息的梦想和求索。从京华的繁盛到
西北的荒凉，从滹沱河畔到宁德山乡，从鼓浪涛声到钱塘潮涌，这位跨越
大半个中国、深知农民疾苦的未来领路人，步履丈量着、心中勾画着未来
乡村的图景。历史的脉络与时间的年轮，正在浓缩预演着一个大时代的
轮廓。

在人民领袖习近平的领航掌舵下，古老的乡村大地开启了一段重整
山河的振兴之旅，书写着一部壮阔奔流的恢弘史诗。

一
二十年后我们回过头去看，难，当然是千难万

难，但对当时的省委书记、现在的人民领袖习近平来
说，心中始终只有四个字：人民至上。当“人民至上”
的基因刻在骨子里、融入血液中，那么无需选择就是
最好的选择，千难万难都不再难

这个时代的农民应该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理想中的乡村又是
什么样子？也许，最神奇的预言家也难以想象，2002年冬月的一天，历史
将在梅林村埋下伏笔。

走进梅林村，这个位于杭州萧山区的村庄，一栋栋暖色调的小楼整
齐有致，透着江南繁华之地多年积淀的富庶舒展之象。

村民魏来法的家就在其中。小楼外表十分气派，不过走进去却让人
有些意外。客厅里的实木包墙、真皮沙发、各色摆设，看上去还是二十年
前的装修风格。魏来法告诉我们：的确，客厅一直保持着2002年12月15
日的原貌，连钟表都没换过。

就是这一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了魏来法家中，
和他亲切地拉起了家常。

也就是在梅林村，看到村庄整洁，规划有序，百姓安居乐业，习近平
同志很高兴，提出要“建设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叫得响的小康示范
村镇”。

半年后的2003年6月5日，在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下，一项名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工程拉开历史的大幕，真实改写着
之江大地上几万个村庄的命运，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几十万个村庄的未来。

而在那之前，他一直在寻找答案。
2002年赴浙江伊始，习近平同志就开始密集调研，短短118天里，跑了

11个市和25个县。很多时候，都是扒几口饭，就连夜赶往新的考察点。
但是一路走一路看，却越看心头越沉重。时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的

顾益康回忆说，一次他陪同调研一个比较好的村，习近平同志问，这样的
村多不多？顾益康如实告知，不多。大约 4000个村庄环境较好，剩余的
两三万个村庄环境普遍较差。

差到什么程度？
当时的浦江县以水晶制品闻名，浦江的河流有黑有白，就是没有清

水河。黑水河里是又黑又臭的污水，乳白色“牛奶河”里流淌着水晶加工
废水、废渣。

海盐县曾是生猪大县，吃肉、致富问题解决了，粪污问题却是老大
难，境内河道众多，却污染遍布，不少村子“奔驰宝马狂奔在猪粪堆里”。

“起早贪黑赚钞票，垃圾堆里数钞票，躺在医院花钞票。”这就是当时
浙江很多地方农民的写照。

这样的场景，深深刺痛着这位新任省委书记的心。
——不尽快改变农村普遍存在的“脏、乱、散、差”的状况，城市发展

得越快、搞得越漂亮，城乡的反差就越大。
——这是事关增进农民群众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一项

民心工程。
在“千万工程”启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五年内要将浙江全省近4

万个村庄中的1万个进行全面整治，其中1000个中心村建设成全面小康
示范村。

二十年日月其迈，在魏来法的客厅里，时光就像凝固了一般，二十年
不曾改变；而之江大地上的几万个村庄却“有如神助”，演绎着脱胎换骨、
万马奔腾的村庄跃迁史。

2023年 4月 15日，温州永嘉县涌进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东晋诗人谢
灵运曾泛舟其上的楠溪江，一改往日宁静，一场开在田园山水中的音乐
节“引爆”了楠溪江的夜晚。每年“四大音乐节”期间，楠溪江周边民宿一
房难求。

镬炉村曾经是江畔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庄，而如今，雪白的

咖啡馆立在翠绿的麦田旁，围炉煮茶的台子架在小菜园边，新出炉麦饼
的焦香弥漫在空气中，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500个。

“高颜值”吸引着如织的游人，反过来又提振着村里人的精气神。沙
岗粉干是当地特色，57岁的黄银平已经做了二十多年。客人越喜欢，她
就越高兴、越有劲头。说起不久前参加小吃比赛，更是掩饰不住地自豪：

“隔壁家煮粉干加了各种佐料，我就这样原味煮，还是我家人多。”
理想中的乡村，有镬炉村的样子，也有绍兴柯桥区棠棣村的样子。

棠棣村被誉为“千年兰乡”，兰花“共富工坊”门前挂着一副楹联：“三径香
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芝兰。”棠棣以兰为业，也以兰为品。村里家家户
户门口挂着家风家训，村里每年评选表彰榜样，让好儿女、好公婆、好媳
妇、好邻居走上领奖台。

也一定有嘉兴嘉善县缪家村的样子。村里的数字终端大屏里，从村
民健康到村里治安，各种数据实时更新显示，被称为“数字乡村大脑”。

在这里，江南的春和景明得以再现，乡野田间的文明自觉被唤醒，更
因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要素的加持，乡村从外在风貌到内在肌理，都焕
发出从未有过的风华。

“千万工程”到了今天，其本身令人叹服的成就、独一无二的叠加意义、
神奇裂变的乘数效应，都早已得到公认，但在最初，一些人还抱有疑虑。

为什么？一个省的工作千头万绪，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精力搞“千万
工程”？

二十年后我们回过头去看，难，当然是千难万难，但对当时的省委书
记、现在的人民领袖习近平来说，心中始终只有四个字：人民至上。当

“人民至上”的基因刻在骨子里、融入血液中，那么无需选择就是最好的
选择，千难万难都不再难。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民至上”写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一条，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领袖人格的高度
凝炼，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创新理论的真理价值、哲学意蕴的具象表达。

在梁家河带领社员办沼气、建铁业社，为了让村民吃上饱饭、吃上
肉；在宁德则重点强调摆脱贫困，让农民富起来；而到了世纪初人均GDP
接近 3000美元的浙江，就是要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从解决农民反映最强烈的环境“脏乱差”问题着
手，搞“千万工程”。

——看似工作重心不同，但变，是为了不变，其核心始终是以人民为
中心。人民最知道自己要什么，超前不行、滞后也不行，只有紧紧围绕人
民群众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才能始终走在历史正确的方向上。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那些“人民至上”的人、为人民担当的
人，必会得到人民最衷心的爱戴；那些“我将无我”的人、“不负人民”的
人，历史终会把他看得很重很重。

二
正是因为“千万工程”从一开始就秉持着紧紧依

靠农民的理念，而当这一理念与农民群众自发自觉
的内驱力、创造力相遇，就让“千万工程”犹如生命体
一样，沿着本身自在的发展逻辑，开启了自我进化、
自我迭代

4月的绍兴柯桥区香林村，虽不是桂花飘香时节，但是上千年的古桂
树、绵延数里的桂树林还是引来游客惊叹的目光。走进香林村，村庄就
在景区里，景区融入村庄中，一幅“人在画中游”的景象。

“现在我们看到的村庄面貌，每年包括水、电、垃圾处理等等，运维成
本要四五十万元。”香林村党总支书记柯新尧说，“一个村庄搞建设，一定
要考虑后期运维，不然的话，投资建成的硬件也会闲置，造成新的浪费。”

的确，村庄不是砖瓦沙石的村庄，是生机勃勃的活的村庄，是轮回往
复的动态的村庄，简而言之，村庄是人的村庄。

村庄整治与建设也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能
够自循环的过程。要实现这一点，一定要考虑人的因素，要充分发挥农
民群众的积极性。

这一点，早在“千万工程”启动之时，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农民是“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村庄整治的规划和建设方案都应经过村民讨论，民主决策，切实防止刮
风，切忌强迫命令。在此后连续三年的现场会上，他反复强调农民的主
体作用、农民的自觉行动。

如果说，“为了人民”是目标，是价值追求；那么，“依靠人民”则是价
值观与方法论的合二为一。而真正把农民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作为
决策依据，也必将得到千千万万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千万工程”二十年牢牢践行又生动验证了依靠农民的理念。
村庄要让农民来建设、运维。在丽水松阳县陈家铺村，沿着布满岁

月凿痕的青石小路拾级而上，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村子里有餐馆，一
家不大的店面一个月营收能到5万元；有文创店，小小的一个手工瓷杯卖
到上百元；有网红“先锋书店”，北上广深买得到的书，这里一样有；还有
闲置牛棚改的小卖部，卖些村里老人自己晒的萝卜干、笋干，一年也能收
三四万元。

最难得的是，这些老房子大部分还是村民自己的房子，村民自己在
运营。开小卖部的是村民鲍景岩，原来在外面打工，后来受了伤干不了
重活，正好村子发展起来就回来了，把牛棚改成小卖部，活也轻松，每
年的收入比以前打工还多。

从贫困村到网红村，陈家铺的蜕变离不开政府建设、离不开社会资本、
离不开专业人才，但这些外部要素都是“配角”，“主角”始终都是村民。

外部力量也是必需的，没有现代要素，单靠村庄自己很难完成跃升，
但在两者关系上，他们从一开始就画好线、定下原则。比如古村落保护，
要保留原生态，不能大拆大建；比如资本进入，像老房子这样的资源性要
素不能一次性买断，要给未来发展预留空间。画好线以后各取所需、各
有所得，而村庄本身的发展，就交给农民的创造力、交给时间的魔法、交
给业态的自我演变了。

陈家铺有陈家铺的路径，团石村有团石村的办法。在浙江一路走
来，有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村庄都很美，但每一个村都有每一个村的特
色，真正是花开万朵、各有千秋。

衢州龙游县团石村，一条公路沿江而过，一边是清秀宜人的衢江，一
边是整洁美丽的村庄。时不时就有炫酷的摩托车停下来，原来，村里有
家摩托车俱乐部。很多“摩友”来到这里，和“同道中人”骑车兜风赏
美景。

互联网时代，与传统著名旅游景点相比，“玩法”已经大不一样。现
在强调圈层文化、小众景点，摩托车发烧友口口相传，自发聚集，然后村
里因势利导建起了“摩巡驿站”，吸引了更多车友。

路修好了，村庄美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村庄会依山就势、因水随
形，自然生长成她该有的样子。

村庄要差异化发展，要找到自己的路，但这条路到底是什么呢？浙
江经验告诉我们，一定是先有农民自发的探索，再上升为规划、提炼为路
径。先后关系摆清楚了，然后才能双向奔赴、上下同欲。

什么才是最适合的？农民自己最知道。没得到群众支持的行政推
动也许看上去快，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就可能是难以挽回的错误，反而是
走了弯路；而尊重基层和群众的探索，总结他们朴素的经验再加以提炼，
虽然看上去慢、周期长，但从长远来看，试错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只要
充分信任群众，让水流向它该去的地方，一定会出现最有效率的河道。

“千万工程”的二十年，也是村庄迭代升级的二十年。如何升级、向
何处去？其驱动力也在于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农民群众不断有新的要
求。正是在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一个一个要求实现的过程中，“千万工
程”不断被驱动向前。

2004 年 7 月，在湖州的第一次现场会上，“千万工程”实施一年后，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千村提供的是样板，
万村要求的是扩面。要以点带面、点线结合，逐乡逐镇成片推进，不断扩
大整治成果。——强调“扩面”。

2005年8月，在嘉兴的第二次现场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建立健全
体现群众愿望、时代特征、与时俱进要求的建设扩容机制，不断丰富拓展
工程建设的内涵与外延。——拓展到“扩容”。

2006年8月，在台州的第三次现场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对传
统农村的改造和对传统农业、传统农民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整体推进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条件的改善。——向“整体推进”演变。

正是因为“千万工程”从一开始就秉持着紧紧依靠农民的理念，而当这
一理念与农民群众自发自觉的内驱力、创造力相遇，就让“千万工程”犹如
生命体一样，沿着本身自在的发展逻辑，开启了自我进化、自我迭代。

做垃圾收集、卫生改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时，也许没人能想到，环
境的改变会极大提振村民的精气神。而人心凝聚了，乡风民俗的积淀开
始苏醒，乡土文化的根脉得到滋养，乡村治理的格局开启深层重构。

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子？
“千万工程”所点化的这场山河重整之旅还远未结束，也许，今天的

我们再怎么畅想，二十年后仍会被证实想象力的贫乏。但今天的浙江已
经初见未来的端倪，那是中华文化中和美乡村的样子，那是数字时代中
科技赋能的样子，那也是复兴梦想中共同富裕的样子。

“千万工程”二十年，浙江的样子，正是昨天我们所憧憬着的今天；而
今天，也预示着我们必将抵达的明天。

三
如果乡村和城市的差距是断裂式的，两者就无

法互动、无法相互产生密切关系；而一个富裕文明、
生态宜居的乡村，才能对城市的溢出形成有效承接，
才能对城市的不足产生良好补充

暮春的江南，一汀烟雨，满川芳草。
浙江有 700多条风景线，2000多个特色精品村，走在其中，“一户一

处景，一村一幅画，一线一风光”。农村“30 分钟公共服务圈”“20 分钟
医疗卫生服务圈”，等级公路比例 100％，农民收入连续 38 年领跑全国
省区……不夸张地说，在浙江，乡村真正成为千千万万个美丽花园，农
民真正成为人们羡慕的身份。

而且浙江乡村的发展，不止于乡村本身，还为城市、为工业的发展，
为城乡关系的重塑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

有人也许会问，在乡村花那么多钱，会不会拖慢城市发展，毕竟在目
前的经济结构中，城市发展才是大头。

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早在2003年“千万工程”启动会上就有着透彻
的洞察，作出深刻的阐释：大力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形成
合理的“城-镇-乡-村”体系，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促共进的
发展格局，就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支持乡村，但两者绝不是割裂的，也不可能
只是单向的。在浙江，我们看到，投入乡村建设的资金不但没有拖慢城
市发展，恰恰相反，乡村发展起来了，又反过来支撑着城市，一种新型的

“城乡互促共进”关系正在形成。
浙江很多村庄都有自己的创客基地，比如金华义乌市李祖村的“国际创

客村”，现在已经有200多个农创客入驻。创业形态有电商，有店铺，还有到乡
村寻找灵感的设计师，在乡村大地上创造作品、举行展览，别有一番风情。

传统思维里谈乡村对城市的贡献，一般都能想到农产品供给，农民
养活城里人；大多也能想到农民工进城，参与城市建设；最多还能想到乡
村游，为城里人提供心灵休憩的场所。但在浙江，我们看到乡村对城市
贡献的另外一种可能，它是产业的梯次承接，是细分领域的业态分流，乡
村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城市的补充、城市的延伸。

乡村缓解了“地”的问题。对城市来说，建设用地指标是很多地方头
痛的难题，而村庄可挖的潜力还很多，已有的建设用地还可以充分利
用。用地的问题表现在微观层面就是企业租金，浙江一些企业把总部放
在城市，而一些不依赖于此的项目则搬到了乡村。

乡村化解了“人”的问题。很多优秀人才正在回到乡村，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回流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打算；不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而是
出于现实的利弊选择。他们需要乡村，乡村也需要他们。他们个人奋斗的
创业过程与农产品上行、乡村运营深度相融，紧紧绑定在了一起。

乡村在“钱”的问题上找到了两全之计。资本需要更多增值的场景，
而乡村既需要资本助力，又拥有巨大空间，两情相悦，再通过一个合理的
利益分配机制，终能实现天作之合、长久联姻。

乡村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客观地说是被低估的。按照目前统计口
径中的一二三产来统计，农业在浙江GDP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个位数，但

“国际创客村”建在乡村，很多经济行为发生在乡村，即使在统计报表上
体现不出乡村，谁也不能否认，乡村这个地域空间产生了巨大的财富，乡
村的价值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杭州，作为互联网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在城市竞争中有很
多优势，但在杭州人看来，他们与其他城市相比，最大的优势是，除了城
市以外他们还有广阔的乡村。

这里的广阔，既是地理空间概念，更是发展潜力判断。如果乡村和
城市的差距是断裂式的，两者就无法互动、无法相互产生密切关系；而一
个富裕文明、生态宜居的乡村，才能对城市的溢出形成有效承接，才能对
城市的不足产生良好补充。

这是省域层面上的，而站在一个国家的视野，城乡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更加明显。要让国内大循环真正循环起来，如果乡村发展不迎头赶
上，农民的收入和消费不出现大的提振，大循环也会面临大的困难。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从西子湖的“农业兴才能百业兴、农民富才能全省富、农村稳才能全

局稳”，到中南海的“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
要富，农民必须富”；从世纪之初的“现代化建设中增加农民收入的任务
最迫切、发展现代农业的任务最艰巨、改变农村面貌的任务最繁重”到二
十年后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

正是不变的初心，指引着之江大地走向繁盛，又领航着古老文明走
向复兴！

正是永恒的夙愿，让这片土地上辛劳的农民，得以在伟大时代踏上
和美生活之途。

2018年，“千万工程”十五周年的时候，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
划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曾说：“我在浙江浦江和安吉看到的，就是未来中国
的模样，甚至是未来世界的模样。”

的确，关于未来，人们总有太多的想象。
未来乡村是什么模样？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作为集聚了农耕

文明、家国记忆、宗族血脉、情感归属的地理与人文空间，乡村和身处其
中的人们，正在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迁，他们将去往何处、变得怎样？

“千万工程”所点化的万千美丽乡村，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想象，一种关
于未来乡村的想象。

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模样？城与乡，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载体，
城乡关系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对关系。在一个充满活力的
中国，城与乡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职能，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应该是什么样
的？今天的浙江，城乡的互促共进关系正在走进现实。

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地球上有大约4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占全
球总人口的60%左右。在多样的世界文化中，乡村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北美的农场、东亚的新村、欧洲的小镇，各具特色的乡村风情成就了世界
的异彩纷呈，而中国，也将在其中贡献自己文明的斑斓，共享自己文明的
智慧。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钱塘江逶迤而行，折成一个
“之”字。因水之折，“浙江”之名由此而来，奔腾千年的江水也因“之”赋
形，在潮起潮落间孕育着、生发着革新伟力。

浙江是一片历史眷顾的土地，提前预演着一个新的时代，现在回头
来看，以“千万工程”为代表的浙江实践，不就是活生生的中国梦的“起手
式”、乡村振兴的“试验田”吗！

浙江也是一片不负所托的土地，“千万工程”二十年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方得大成。

所以说，是新思想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开辟了浙江道路；而浙
江也用年年有成，积小胜为大胜的坚实步履，印证着新思想的真理光辉。

在浙江采访中，听到一副对联，“龙游丽水云和月，仙居天台玉环
山”，横批“江山永康”。对联把浙江的部分县市“龙游县”“丽水市”“云和
县”“仙居县”“天台县”“玉环市”“江山市”“永康市”都巧妙嵌入，既展现
了古越大地的江山秀美和文化底蕴，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珍惜和
祝愿。而“千万工程”则点亮万千乡村，让这些美好和底蕴深情闪耀，熠
熠生辉。

人民就是江山，惟愿江山永康！

初 心 如 磐
——“千万工程”二十年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