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29日 星期三

版式：田继华

2022年6月29日 星期三

版式：田继华14 专版

新旧动能快速转换
工业重镇创新迸发

轻点鼠标选中图案，打印喷头随即
启动，顷刻间白坯布上便呈现出细腻绚
丽的花色⋯⋯走进浙江海印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展厅，一款企业最新研发的鲲鹏
系列单 PASS 高速数码印花机格外引人
注目。凭借这款性能卓越的产品，今年
一季度该公司已收获1.68亿元的合同。

令人惊讶的是，2016 年前这里还是
一家陷入转型升级困境的印染企业。“是
街道的鼓励支持，我们才下定决心成立
海印数码科技，进军从未涉足的智能化
高速数码印花系统及整机、配套耗材研
发。”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事实证明，所
有为创新所承受的煎熬都是值得的。”

海印数码的蝶变，是越城区斗门街

道党工委坚持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提升区域产业创新动能的一个缩影。作
为工业强镇，斗门街道贡献着越城区工
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近年来，借助
印染化工产业搬迁集聚提升的契机，该
街道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并
通过工业全域治理为新兴产业腾出引育
空 间 ，有 效 实 现 了 新 旧 动 能 的 快 速
转化。

眼下的斗门街道，家居家电等传统
优势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在苏泊尔绍兴
基地不远处，由闲置厂房改造而成的智
能家电产业园内，已有 10 余家高新技术
企业入驻，形成以智能小家电产业上下
游协同配套为特色的专业园区，年产值
近5亿元、亩均产值近500万元。

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已形成以
5G 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喜临门软体家
具，以数字化场景应用为代表的冠友众
谷青创园，以集成电路高速光芯片为代
表的中科通信、光特科技。截至目前，街
道内已有 4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5 家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其中东
湖高科、中科通信、佳人新材料荣获国家
工信部支持的重点小巨人。

凭借蓬勃的创新动能，今年一季度，
斗门街道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62.82亿
元，同比增长 3.62%；规上工业增加值
43.64 亿元，同比增加 14.6%；固定资产
投资 12.22 亿元，同比增长 25.33%，成功
实现了“开门稳、开门红”。

城市能级不断提升
宜居斗门魅力无限

在繁忙的钱陶公路旁，有两个相距
不到 600 米的阵地，备受斗门街道居民
的好评。

一个是 2500 多平方米的斗门街道
“红立方”党群服务中心。里面不仅有越
城区最大的图书分馆，还有文化站以及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一系列设施。建成

以来，服务中心已开展文化交流、民俗体
验等各类活动 120 余场，极大地丰富了
附近居民的精神文明生活。

另一个是斗门街道矛调中心。作为
越城区首个成立、示范型的镇街矛调中
心，这里面 16 个部门（单位）采取常驻、
轮驻、随驻等多种方式办公，信访超市

（信访代办）、人民调解、综合指挥和公共
法律服务等功能应有尽有。成立以来，
有效实现了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事情
全办清”，街道信访总量和重信重访大幅
降低。

民生服务、矛盾纠纷的一增一减背
后，是斗门街道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努
力让发展成果惠及群众的务实笃行。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支撑。”斗门
街道主要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街道大力
发展创新经济，更需要强大的城市配
套，满足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创业、生活
需求。

秉持这一理念，2020 年斗门街道开
始创建美丽城镇，相继实施道路交通安
全治理、“污水零直排”建设、老旧小区电
梯加装、世纪街商圈提档升级等工程。
在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的同时，斗门街道
也坚持用数字化改革完善基层服务，着
力构建党建统领的街域整体智治体系。

通过“健康红契约—数智健康实践

基地”建设，眼下斗门街道盐仓溇居等 7
个村（居）的老人在家里打开电视，就能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进行“视频
问诊”；通过村（社）内的便民服务自助终
端机，居民们足不出村便能办理高频民
生事项⋯⋯

为让民生工程、惠民举措真正落到
实处，斗门街道十分注重清廉建设，以

“小切口”撬动“大作风”，通过出台干部
负面言行清单、完善小微权力运行机制
等，让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成为党
员干部的心头大事。

传承挖掘历史底蕴
千年古镇焕发新姿

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
回顾绍兴 2500 年的建城史，水是一个绕
不开的重要元素。而在绍兴因水而生、
因水而建的历程中，斗门是绍兴的半部
水利史。

据史料记载，这里曾是大禹驻跸于
此、古越国铸铜、筑石塘——即军事码
头、晒盐、古村落之地，东汉·永和在此筑
两水门，唐改建八孔斗门，五代建古彦
寺，宋·乾道筑宝积寺，明·洪武建三江千
户所城、明·嘉靖建三江应宿闸与石砌防
海塘，至今名声在外；形成于唐宋时期的

斗 门 老 街 ，更 是 保 存 并 繁 荣 了 1200
余年。

在悠悠的历史中，斗门也诞生了马
臻、皇甫政、汤绍恩等一批治水英雄，涌
现了黄逵、柯灵、俞大光等一大批学者专
家，可谓人才济济。

为积极挖掘本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近年来斗门街道重修《斗门丛书》，修
建“朱储斗门”遗址碑，实施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登瀛桥修缮保护等系列工程；成功承
办市级非遗兴乡大巡游活动，促进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持续提升斗门街道历史
名镇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

眼下，200 多平方米、功能齐全的街
道游客服务中心已经建成，蜿蜒悠长的
斗门老街处处是景、文史馆博物馆馆藏
丰富，再现了千年斗门的历史底蕴⋯⋯
在此基础上，斗门街道鼓励支持精品农
业、运动休闲、特色民宿等全域旅游产业
发展，去年成功获评省级AAA级景区文
旅镇。

舵稳当奋楫，风劲好扬帆。围绕绍
兴市“建设高水平网络大城市，打造新时
代共同富裕地”的总目标，越城区斗门街
道正扛起“首位立区”的担当和自觉，用
实干书写“首位立区、幸福越城”建设的
斗门篇章。

（图片由越城区斗门街道提供）

越城区斗门街道：高水平建设“产城人”融合示范区
金燕翔 何秀英

千年斗门，正站在关键的转折点上——滨海新区、镜湖新区在此世纪交

汇，产业发展要素、城市配套资源齐齐涌来，机遇与挑战并存。

党建聚合力，齐心办大事。今年以来，越城区斗门街道坚持党建引领，

立标全区首位度“产城人”融合示范区，全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有机更

新、文化传承发展，高质量发展协奏曲越唱越响。

风机产业踏新程
唱响东山再起歌

上浦风机，闻名遐迩。
作为上虞区第一家上市公司——浙

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诞生地，上浦
镇与风机有着太多的故事。如今，风机
产业依然是上浦的支柱产业，风机装备
产业园内共有企业 110 余家，经济总量
占全镇工业经济70%以上。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由于多种原因，
上浦风机产业一度沉默。时至今日，上
浦风机产业也存在科技含量低、市场竞
争力不强等不足。

作为“东山再起”成语发源地，上浦
从不言败。

如何破局？上浦镇积极出台鼓励风
机块状经济发展扶持政策，加强园区基础
设施配套提升。近年来，先后投入 3000
余万元对风机装备产业园道路及周边环

境进行综合改造，投入 1200 万元进行工
业区污水管网建设，为园区企业创造了良
好的投资发展环境。同时，鼓励企业建立
健全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以双阳、荣文
为龙头的风机企业正积极实施技术改
造，引进先进的生产装备，不断提高企业
的技术开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增强企业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去年下半年，上浦风机龙头企业
“双阳风机”年产 7000 台智能通风设备
项目正式上马，设备可对周边温度、运转
状况等方面进行实时数字化监控，达到
智能化要求。2022 年，公司力争承接订
单超 5.8 亿元，完成税收 3200 万元、利润

3500万元以上。
上浦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立

足产业现状和未来转型发展需要，实施
质量强业，鼓励风机企业做优品牌、做精
专业。力争通过 3-5 年努力，进一步提
升“上浦风机”这一浙江区域品牌在国内
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谱写上浦风机的
东山再起故事。

一轴两翼展风采
文旅融合创名镇

打开上浦地图，沿着曹娥江东西两
侧，分别是上浦的两大文化旅游宝地，大
东山景区以及瓷源小镇。

曹娥江东侧，是大东山景区。东晋
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淝水之战主帅谢安
就是在此临危受命，脱离隐居生活，走向
台前，也有了东山再起的典故。

近年来，上浦依托这段佳话，全力打
造大东山景区。其中，东山文旅综合体
项目是大东山景区的主打项目。整个东
山文旅综合体，计划总投资约 15 亿元，
占地 500 亩左右。目前，东山文旅综合
体一期东山大观酒店已开始试营业，诗
路驿站已投入使用，东山古道一期工程
总进度完成超过 7 成。依托这一系列项
目，大东山景区将打造成为一个既有文
化传承又有时尚创新的农文旅融合产业

集聚区和休闲度假旅游示范区。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

来。上浦镇大善村北的禁山南麓，是中
国成熟青瓷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在曹娥江西面，瓷源文化小镇也在
紧锣密鼓建设中。

旅游“加码”，文化“赋能”，瓷源文化
小镇延续了“人与瓷”的长青美梦，让“瓷
源”上虞重焕翠色。

从 2014 年起，上虞就精心谋划培育
创建瓷源文化小镇，提出了打响“瓷之
源”品牌、重塑“瓷之都”形象、做深“瓷之
旅”文章的目标，不断加大与景德镇陶瓷
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代陶艺研究
所等单位合作。如今，瓷源文化小镇吸
引了大批文旅企业落户，特别是艺术引
领区顾氏越窑青瓷基地、古越轩收藏馆、
越青堂总部先后开馆运营。

2021 年，上浦镇荣获文旅特色型美
丽城镇建设省级样板。

数字智治领风范
未来乡村促振兴

6月中旬，上虞区第十三届网络文化
主题活动暨大善小坞村乡村振兴先行村
运营全面启动。

启动仪式上，大善小坞村“瓷源云
村”数智平台正式发布。该数智平台将

拓展乡村大数据应用，持续赋能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治理模式创新、生产方式升
级和生活水平改善。

2022 年，大善小坞村紧抓数字化改
革的契机，以数字党建平台建设工作为
牵引，全面开展乡村振兴先行村与未来
乡村创建工作，倾力打造未来产业、风
貌、治理等九大场景，着力构建数字生活
体验、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江南韵味的新
发展格局。在大善小坞村的乡村振兴直
播基地里，诸多有志于电商直播的农民
正在与网络达人进行交流，提升当地农
民产品销售。

大善小坞村是上浦推动未来乡村建
设的一个缩影。上浦切实推进党建网与
智治网的有机融合，党员干部在网格化
管理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该镇
的“网格化工作台”集成了网格治理工作
中的各类“小切口”场景应用功能，通过
便携移动设备为网格员提供实时任务响
应、材料数据一键上传等便捷功能。

针对农村的现实情况，数智平台重
点关注“一老一小”的人本化关怀，并将
老人、儿童信息与监护人相关联，以数字
赋能，实现老人健康关怀服务。通过数
字一体化平台，实现全村纠纷调解、智慧
医疗、场所预约、智慧停车、智慧养老、幼
有善育、邻里互助等服务场景数字化。

未来，上浦将立足深厚的文化积淀，
依托党建引领，数字化赋能，不断打造乡
村振兴先行村，展现具有地域特色的乡
村振兴模式和致富成果。

上虞区上浦镇：千年窑火添新柴 东山再起续新篇
马可远 伍祎鑫

瓷源文化小镇研学基地

一江两翼展风采

越窑青瓷，东山再起，风机产

业，千百年来，曹娥江润泽上浦这座

历史文化名镇，留下一段段创业史。

如今，上虞区上浦镇传承历史，

围绕“青瓷之源、诗画上浦”的总体发

展定位，着力打造风机装备智造领军

之地、“浙东唐诗之路”文旅名镇、宜居

宜创宜游幸福家园，续写传奇故事。

（图片由上虞区上浦镇提供）（图片由上虞区上浦镇提供）

斗门老街区域航拍

汽车博览会

斗门街道中心商贸区斗门街道中心商贸区

大善小坞村乡村振兴先行村运营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