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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过程中，频繁听到“三美”二字。这是武义的优势，也是
“舒适区”。

对迫切需要发展新兴产业的山区县而言，有一家本土龙头
企业能少走弯路，但“硬币”的另一面，一个产业的发展，如果对
一家企业依赖性过强，可靠性将很难保证，尤其在当下“百年变
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发展环境中。

如何跳出“舒适区”，提升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抗风险能力？
成为武义攻坚新兴产业的又一道必答题。

“我们肯定会持续将优质资源向三美化工集聚，但同时也在
努力开辟其他产业发展路径。”朱恒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距离县城中心二十分钟车程，北部的山坳之中，一片还未平
整过的土地孕育着又一块新材料产业高地。去年底，年产 8 亿
米超高速高聚光纤及设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正式落地于此，超
50 亿元的投资也打破了武义项目招引的纪录。而以该项目为

“链主”，向山坳深处延伸，武义将打造一个与新材料产业园规模
相当的5G光电产业园。

这一项目落地，是“偶然”中的“必然”。去年8月，武义县政
府招商团队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杭州分院因“武义未来科
技城项目”建立联系。一次聊天时，研究院领导提到“年产 8 亿
米超高速高聚光纤及设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这不正是武义所需要的吗？”含氟新材料正是高聚光纤的
上游原材料，招商团队负责人眼睛一亮，立即将信息带回武义。
几乎没有犹豫，当地迅速集结起一支“顶配”型的政府招商团队，
开启了与杭州分院的洽谈，最终促成项目落地。

“该项目建成后，武义新材料产业的外延将得到进一步延
伸，实现从以含氟新材料为支撑的单核发展过渡到多核并立的
新局面。”朱恒平说。

这是武义跳出山区深挖项目的缩影。今年，武义专门成立
“项目攻坚年”行动领导小组，开展招大引强、重大项目、要素保
障三大攻坚行动，全年确保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6.6 亿元；还出
台《工业用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实施意见》，通过健全工业用
地产业准入、综合效益评估、土地使用权退出等机制，优化工业
用地管理，为优质项目创造空间。

与“招大引强”并行不悖的，是“存量”的嬗变。浙江巴赫厨
具有限公司内，研究人员正为新产品的上市做最后准备，被他们
称为“煎蛋挑战”的试验能够直接反映出“不粘锅”的性能。

“不用油，可以连续煎上千个鸡蛋，市面上的‘不粘锅’普遍
只能完成200个。”公司董事长周和平介绍，新产品不再使用“涂
层”，而是直接改变材料的结构，这是企业与中科院联手研发的
产物。

金属制品与科技擦出“火花”成就了新材料，武义没有放弃
仍是支柱的金属制品产业，打造省级电动工具产业创新服务综
合体和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新材料方向转
型。近年来，更是着力完善科技扶持政策，制定科技政策配套细
则，使企业享受政策与研发投入挂钩，有针对性培育引进智能化
改造服务商，推动智能工厂（车间）试点建设，以示范项目引领行
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通
过招大引强培育新增长点，在这三条路上行稳致远，百亿绝不是
武义新材料产业发展的终点。”帅朝晖说，找到新增长点的武义，
正继续努力摆脱产品品系单一、产业支撑单一的问题，攻坚仍在
进行时。

勇辟新局 从单核到多核

如何找到增长点、补强产业链、跳出“舒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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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武义南部山区的葱茏一直
延伸到县城，红的花、绿的树，一派欣
欣向荣。

与这景色呼应的，是蓬勃向上的
工业发展势头。去年，武义实现规上
工业总产值 702.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近三分之一，无论从绝对值还是增长
率，都是山区26县中的佼佼者。究其
原因，绕不开当地产业发展中一股正
在加速崛起的新势力——新材料产业

总产值已超过40亿元。
武义的新材料产业集群已初具气

候，但培育新兴产业的过程注定道阻
且长。如何在传统产业发展相对粗放
的现实中找到新增长点？如何补强新
材料产业链，打开更加广阔的市场？
如何跳出“舒适区”，提升产业发展中
的抗风险能力？面对横亘在眼前的一
个个难关，武义攻坚克难、创新求索，
为打造百亿产业集群不懈努力。

从高铁站驱车驶入武义县城，各
色企业林立街道两侧，这般景象，在浙
江山区县中并不多见。

去年，我省对山区县产业发展提
出明确要求，推进“一县一策”“一县一
业”时，武义并不紧张。纵览多年经济
报表，一直位居山区县前列的工业数
据是其底气所在。

但当武义真正比照要求，雄心勃
勃迈出发展步伐时，这个浙中小县迷
茫了。“武义工业有规模，但企业多而
不强，产业全而科技含量不高。”武义
县委书记帅朝晖列举了一组数据，对
武义工业发展贡献最大的是传统金属
制品产业，贡献率达到 30%，但在行
业中年产值超过 10 亿元的只有 2 家，
全产业亩均税收不到10万元。

产业发展粗放，导致现有产业格局
无法达到“聚焦特色高新低碳产业”“打
造高能级产业新平台”的新要求。甚至
在某种程度上，体量巨大的传统产业，
让武义陷入“尾大不掉”的尴尬境地。

改变迫在眉睫。武义县发改局副
局长朱恒平回忆，多年来武义一直寻
求产业转型，新要求为转型“加了把
火”。

“要不要通过招大引强引入新的
龙头企业？”

“我们土地资源本身就匮乏，从零
开始的话，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允许。”

“要先挖掘存量，立足优势培育增
长点，然后再通过招商引资补充、壮
大。”

⋯⋯
去年以来，从产业选择到规划布

局，一轮轮激烈的头脑风暴中，“先内
修，后外引”的发展思路逐渐成型。几

乎所有参与讨论的部门，都将目光锁
定在“新材料”。

他们眼中的“新材料”是萤石矿，
其主要成分氟化钙是生产含氟新型材
料的基础原料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
前后，被称为“萤石之乡”的武义有上
百家萤石矿产企业靠卖萤石原矿及其
初级制品谋生。而今，当地虽已不再
开采萤石矿，但一些生产含氟新型材
料的企业已扎根于此，其中就包括龙
头企业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于 1999 年的三美化工从生
产氢氟酸初级产品起步，已逐步形成
了以制冷剂、发泡剂、含氟高性能材料
为主的氟化工产业链，2021年企业总
销售额达 43 亿元。三美化工所在的
武义县新材料产业园，已于2020年10
月通过省化工园区认定，这为产业集
群的打造提供了现实可能。

以三美化工为核心，聚焦新材料
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武义打出一套“组
合拳”，走上一条新兴产业攻坚之路。
据了解，武义制定了《武义县新材料产
业园准入规则》，限制、淘汰了一批生
产线，着力发展含氟新材料产业。用
武义县经商局行业管理科科长应杰的
话讲：“宁可不要，也不要差的，新兴产
业集群就是要新、要精。”与此同时，产
业园二期 500 亩规划用地，也加紧整
理、挂牌，周边村落搬迁有序展开，预
计今年6月便可完成。

“腾笼”“扩园”，武义为新材料产
业量身打造出一片“沃土”。“具有百亿
潜力的土地存量是我们找到的新兴产
业发展破局之路。”朱恒平表示，省里
为武义订制的“一县一策”也紧紧围绕
新材料产业展开，这让他们充满希望。

走出困局 先内修后外引

有了新方向的武义，迸发出如火如
荼的发展热情。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把产业做大做强？

有专家如此评价武义新材料产业：
一个产业的潜力，取决于对应的市场，
但当地新材料产业产品品种单一，难以
应对市场变局。只有跳出狭义的含氟
新材料，向产业链下游延伸，才能挖掘
出足以承载百亿产值的市场需求。

三美化工正在进行的探索切中要
害。在浙江森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厂
区里，各式化工原料经由管道游走在
空中、进入对应的“瓶瓶罐罐”。五年
前，日本森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与三
美化工共同投资建设 17.5 万吨湿电子
化学品项目，眼下一期项目已经投产，
厂区围墙外的空地，即将上马二期。

“这里主要生产微电子蚀刻及清洗
级材料。我们引进了日本半导体氟化
学品的顶尖研发与制造技术，产品可应
用于半导体及微电子技术加工和集成
电路等行业。”三美化工副总经理吴韶
明说，该项目集聚了一批优秀的管理
者、技术人才、产业工人，也是未来五年
企业“再造一个三美”的底气所在。

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的动作不止于
此。今年3月，三美化工拿下武义新材
料产业园二期的首块土地，将布局年
产 5000 吨聚全氟乙丙烯及年产 5000
吨聚偏氟乙烯项目。而由三美化工主
导的浙江盛美锂电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000吨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也已在开
工建设。

这两个新项目主要用于生产高性
能含氟聚合物和新能源含氟材料，是
光伏、锂电等新能源领域及半导体领
域的关键材料，也是武义拓展发展空
间的关键领域。

三美化工思考的问题，武义县有
关部门同样关注到了。对武义而言，
要让产业新风景真正落在“寸土寸金”
的产业园，市场需求就是那座“灯塔”。

在此前当地的一份新材料产业调

研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三美化工产
品布局仅局限在无水氟化氢、制冷剂、
发泡剂，还需延展产业链，在含氟精细
化学品、含氟材料、含氟聚合物、含氟
医药、含氟农药等领域都有巨大的发
展空间。

去年，浙江针对武义出台的培育
做强新材料产业“一县一策”中提到，
加快对具有填补国内空白和强链延链
补链作用的氟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培
育。

电子级氟化氢、电子级氟化氨、六
氟磷酸里、双氟磺酰亚胺锂⋯⋯武义
的新材料产业调研表单上，氟化工产
业的专属名词更多了，它们身后都跟
上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尾巴”：产能未
释放。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武
义人很清醒地认识到：要持续向产业
链高处攀登、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如今当地发展新材料产业最大的短板
仍是研发能力和专业人才供给。

“国内各院校中武义籍相关专业
的应届毕业生，我们一个个打电话去
谈。相关行业的人才，我们也极力邀
请。”吴韶明说，“化工行业人才稀缺，
更需要花时间下功夫慢慢培育，只有
让更多人才融入企业发展，我们才能
在技术攻坚的路上走得更坚定。”

为与企业共同应对产业变局，武
义积极搭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
合作平台，建立“周末科学家”沟通机
制，邀请相关领域科学家以“线上+线
下”服务，帮助企业突破转型升级过程
中遇到的技术瓶颈。

与此同时，武义不断深化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推出技能带头人选
拔大赛、技能人才与工程师融通发展
等机制，激励更多一线工人走技能成
才之路。据统计，去年通过各种方式，
全县已评定技术工人 2656 名，其中
168 名高技能人才进入高层次人才队
伍，18名技工成功转评为工程师。

应对变局 强链延链补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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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是秀美的山区县，不仅有沸腾的温泉，更有澎湃
的工业。近年来，我们坚持“工业强县”“科创兴县”战略
不动摇，持之以恒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发展优势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700 亿元，
位 居 山 区 26 县 第 二 ；科 创 指 数 、R&D 占 比 居 山 区 县
第一。

当前，省委省政府聚力推进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为我
们送来了“一县一策”大礼包。武义理应在生态工业赛道
上走前列、当标兵。我们将深入实施生态工业“攀登计
划”，围绕到“十四五”末再造一个武义工业目标，瞄准新材
料特色产业，强化龙头引领、强链补链、科技赋能，全力打
造百亿产值的省级新材料研发制造基地，打造山区生态工
业新引擎。

龙头引领打造特色生态大平台。充分放大中国“萤石
之乡”优势，以深耕含氟新型材料的本土企业三美化工为龙
头，整合资源打造 3.46 平方公里特色生态产业平台，重点培
育氟化工新材料产业。狠抓平台内低效用地整治，迭代升
级“绿色制造”数智管理服务应用，构建低效用地整治数字
化闭环，全力腾出发展新空间。三美化工总投资 10.6 亿元
的新项目即将落地。

强链补链构筑高新产业大集群。坚持放眼全球，聚焦
强链补链，积极招引高新“链主”企业，做大新材料产业矩
阵。成功引进年产 8 亿米超高速高聚光纤及设备研发生产
基地项目，在国内首次举办世界行业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
高聚光纤国际高峰论坛，并成为中国永久会址。该项目建
成后，将吸引一批智能制造、人工智能、5G 通信等行业的优
质企业落地，打造中国高聚光纤产业集群。

科技赋能助推传统五金大升级。把五金制品等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摆在重要位置，发挥“周末科学家”柔性引才作
用，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 11 家，技术转移工作站 19 家，打造
省级电动工具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和工程师协同创新中
心。如巴赫厨具作为锅具行业龙头企业，收购德国百年厨
具品牌，与中科院合作，研发出全新蜂窝不粘锅复合材料，
实现了传统锅具材料结构革命性的突破，占据行业领先
地位。

抬头志在万里，低头绣花功夫。武义将聚焦聚力高质
量，乘势而上拓新局，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为山区生态工
业崛起提供示范样板。

培育新产业
打造新引擎

武义县委书记 帅朝晖

浙 江 圣 雪
休闲用品有限
公司的智能化
车间里，一台台
自动化设备正
在加紧生产。
通讯员 朱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