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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招大引强
实力嵊州“步步高”

近日，在嵊州经济开发区（高新园区）的核
心区域，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而在
金达视讯项目现场，光电车间厂房仓库一层地
面水磨石已经完成打蜡，洁净车间一层、二层
封闭底漆完成，宿舍楼砌体已经全部完成。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正是嵊州坚持“工业
强市、实干兴市”的缩影。近年来，嵊州市坚持
项目为王的发展理念，着眼“高精尖”产业，吸
引“龙头”集聚提升。去年，嵊州共新签亿元以
上项目58个，总投资达626.58亿元。

面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代机遇，嵊州
通过产业链招商、乡贤招商、科技招商、飞地招
商等多种模式，吸引了比亚迪新能源、贝达药
业、长鸿高科、浙江纳米抗体、多肽产业园、晶越
半导体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相继“落户”，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5G产业等新兴战略产业
发展势头迅猛，见证着嵊州经济的飞速发展。

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县域高质量
发展百强县、工业经济百强县、投资竞争力百
强县、创新百强县、营商环境百强县⋯⋯近年
来，嵊州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含金量高、成色度
足的“金名片”越来越多。2021年，嵊州市项目
前期空前提速，投资快速稳健增长，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229.76亿元，同比增长13.7%，名
列绍兴市第二，位列“2021 年度投资竞争力百
强县”榜单第75位。

面对崭新的起点，奋楫扬帆再启航。2022
年，嵊州将着力开展“项目推进年”活动，坚定不
移打好招商选资、政策处理、要素保障、项目建
设、企业技改等“五大会战”，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增强发展后劲，为重点产业发展培植沃土。

富民经济红火
小吃做出“大能量”

近日，在嵊州市鹿山街道浦桥村的
老阿姐速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小笼包。
“我们现在每天生产约 6 万个

小笼包，主要销往杭州、宁
波、上海和江苏等地，还可
以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
定制’。”公司总经理史钱

江说，目前，公司的订单已
经排得满满当当，还有不少高

端酒店前来订购，各式小笼包供
不应求。

小笼包、炒年糕、榨面等是嵊州小吃
美食的代表，悠悠剡溪千年传承，小吃早已

成为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也

为人们带来了更多增收致富的机遇。据统计，
目前，嵊州小吃的从业者已经超过 8 万人，3 万
余家小吃门店遍布全国各地，年产值约 110 亿
元。不仅如此，凭借“可看、可吃、可玩、可享”
的小吃业态，嵊州陆续获评“中国小吃文化名
城”“浙江省小吃文化之乡”等荣誉，吸引了许
多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嵊州市商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除了打
开产业格局，助力路边小店经营向现代企业管
理模式升级，嵊州还为经营户打开“绿色通
道”，通过政府提供保证金、协会认定、银行做
大资金池、保险公司承接贷款保险等，实施小
吃行业普惠金融服务。目前，已为1926户小吃
经营者提供贷款2.28亿元。

小吃不仅要美味，也要“耐看”。嵊州实施
“大嵊归来”嵊州小吃全国统标工程，在统一店
招、制作、服装、器具、设计的基础上，推广使用嵊
州小吃标准语系，并加快产业平台建设，布局集
品尝、生产、电商为一体的小吃综合体，实现嵊
州小吃技术标准化、经营现代化、品牌时尚化。

探索特色产业
因地制宜“显神通”

不仅是小吃产业越做越红火，在嵊州，各

个乡镇街道也纷纷因地制宜“量身定制”，或夯
实产业基础，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轮驱动；
或依托便捷的区位优势，外引内育增添营商活
力；或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探索旅游、民
宿新天地；或深耕历史人文资源，打造红色教
育、研学游目的地，闯出了一条又一条独具特
色的“专属”富民路。

作为嵊州经济建设主阵地，浦口街道跑出
“加速度”，重大项目动能强劲，“高精尖”产业
和传统产业携手并进，领跑经济建设新格局。
三界镇素有“嵊北粮仓”之称，当地农民种植
水平高且有种粮情节，三界镇通过精准服务，
打造粮食产业联盟，开辟出一条外拓种粮的致
富之路，从“小家富”带动“大家富”。古韵集
镇诗画广利，天然民胜创业富润，近年来，崇
仁镇致力推广“江南千年古镇”文化名片，打
造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示范区、嵊州的农业大
花园⋯⋯

眼前目标笃定，脚下步履坚实。在嵊州，
振奋人心的创业故事“遍地开花”，增收致富的

“好声音”回荡在剡溪两岸，一处处崭新的地标
见证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一个个勤劳奋斗
的“最美身影”激励着身边人，共同描绘一幅全
域奔富的美好图景。

（图片由嵊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做大蛋糕全民共享 产业红火蒸蒸日上

嵊州：经济赋能“加速度”富民产业添“热度”
阮 帅 胡 吉

春和景明，万绿吐新，迎着朝阳，嵊州

整装待发。

工业强市、产业兴市，“高大上”的优

质产业项目不断入驻，综合实力显著提

升；年产值超过百亿元，小吃产业做成“金

名片”，富民经济蒸蒸日上⋯⋯走过辉煌

的 5 年，嵊州不懈前行，奔赴打造浙江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样板

的目标，唱响高质量发展时代强音。

再接再厉接续奋斗。未来 5 年，嵊州

将继续做大蛋糕，力争实现“经济体量翻

一番”，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 1000 亿

元，规上工业总产值超1000亿元，让富民

产业的“红利”惠及更多人。

三界镇：新城活力足 共享富民果
阮 帅 张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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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重镇，云集之利；诗路明珠，物阜

民丰。作为“嵊州北大门”，嵊州市三界镇

在奔富路上阔步向前。

产业兴旺活力足，招大引强全链发

展，首位度进一步提升；打造立体化交通

网络，奔富跑出“加速度”;“三界种粮大

队”外拓种粮，从“ 小家富”带动“ 大家

富”⋯⋯如今，一个集现代化、信息化、绿

色型于一体的高新产业新城正快速崛起。

产业新城首位跃进
“桥头堡”广纳“高精尖”

近日，走进位于嵊州市三界镇的湃肽生物
年产 200 千克多肽生物原料药提升项目现场，
施工人员们正在加紧建设中，目前，已完成质
检车间的桩基作业及地梁浇筑工作。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见证着三界火热的产
业氛围。在临杭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工业园里，
20余家新建投产企业正在加快生产中，一番热
火朝天的景象，园区变化日新月异。“该工业园
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实现年产值30亿元以
上。”三界镇党委委员、工业副镇长张楠说，当
地聚焦尖端领域、新兴产业，打造多肽产业园、
绿色建筑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等，助推企业

“抱团”共促、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全链式
发展。

新兴产业蓄势待发，传统产业则厚积薄
发，探索升级。近年来，三界镇形成了以链轮
厨具为主导、茶叶和建材为特色、智能制造和
新材料为新增长点的产业格局，充分发挥中国
三大链轮出口基地之一、嵊州市厨具产业发源
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等优势，吸引了一大
批优质项目签约落地，“嵊北新城”首位度大大
提升。

为更好地承接优质资源，三界镇还建成千
亩产业园，地域能级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外，
到2025年底，当地还计划形成工业产值200亿
元以上的湾区高能级大平台，张开怀抱广纳

“高精尖”项目，积极打造全市参与湾区经济发
展的桥头堡。

“四纵五横”立体网络
“大交通”增添“加速度”

今年伊始，首发复兴号列车从嵊州新昌站
驶出，标志着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
高铁正式通车，也意味着嵊州正式步入“高铁
时代”。

“高铁为市民出行带来了更多便利，更有
力促动经济、人文的交流和发展，为外引内育
增添强劲动力。”三界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
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站点，三界已建成杭台高
铁嵊州北站及配套工程，成为当地加速融入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标志性工程。

高铁为三界镇的高质量发展添上“加速
度”，而码头则带来了“宽度”。在曹娥江上游、
三界大桥南侧，绍兴港嵊州港区中心作业区码
头工程已完成工程建设。作为绍兴港七大港
区之一，这里建有 6 个 500吨级泊位，沿岸连续
布置。码头水工结构按照 1000 吨级标准建
设，还将配套建设陆域堆场、道路、生产及生活
辅助建筑等设施，陆域面积约216亩。

此外，一条长 6 公里、宽 38 米，连接绍兴港

嵊州港区中心作业区码头、嵊州北站和嵊州经
济开发区（高新园区）三界片区三大节点的疏
港大通道正在紧张施工中。

“高铁、码头、高速、国道等形成‘立体交
通’体系，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更多红
利。”三界镇相关负责人说，集高铁、货运码
头、高速道口于一体的嵊新物流集散中心在三
界逐渐形成，这里将进一步成为嵊州“走出
去、引进来”的重要窗口，“跨空间”对话杭绍
台地区。

未来，三界镇将形成以疏港大通道为主
轴，沿航运码头、上三线高速三界出口、高铁
站、104国道沿线的“三节点一沿线”，构筑集镇

“外联内畅”交通路网，打造疏港大通道、永利
路、临绍路、融湾路、强园路以及4条横支路，形
成集镇“四纵五横”路网格局。

跳出“三界”拓种天下
“小家富”带动“大家富”

产业兴旺催动经济发展，立体化交通网络
让三界与外部的沟通交流更加顺畅，而当地的
农户凭借一股勤恳务实的拼劲儿，走出了一条

独特的致富之路。
本月初，三界镇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出征仪

式，当地“三界种粮大队”的代表接过旗帜，为
在外从事粮食生产的承包大户们吹响春耕备
耕的“集结号”。

三界镇素有“嵊北粮仓”之称，农民种植水
平高且有种粮情结。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
崇明的国有农场到三界镇招工，原三界镇农业
技术综合服务站的技术人员郑月康、苏寿康等
人带着本地插秧能手前往，并从1985年左右开
始在外承包种粮，由此开辟出一条外拓种粮的
致富之路。

“如今，‘三界种粮大队’逐步壮大，已经成
为我们的特色农业‘金名片’，从‘小家富’带动

‘大家富’，为当地的农户带来了更多收入。”三
界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当地还成立了粮食产
业联盟，形成集农资供应、社会化服务、收购加
工于一体的农商产业链，进一步保障粮食生产
安全，为百姓奔富系上“安全绳”。据统计，目
前三界镇共有外出承包大户1500多户，承包区
域集中在上海、江苏、江西、安徽以及浙江湖
州、嘉兴等地。

种粮大户跳出“三界”，展现出勇于开拓进
取的奋斗精神，他们勤劳的双手也埋下了幸福
的种子。目前，在外种粮大户的总承包面积达
40.5万亩，相当于整整7个三界镇的水田面积，
最多的农户承包面积超过1万亩。这些承包大
户年粮食播种面积 70.5 万亩以上，年生产粮食
达 38.3 万吨，实现总产值 10.25 亿元。小小的
种子早已开出花朵，让更多人享受到了丰硕的
富民果实。

崛起中的嵊州新城崛起中的嵊州新城

嵊州老阿姐速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
人们正在制作小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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