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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雨后。在桐乡经济开发区（高
桥街道），车间里智能制造之声日益响
亮，田埂上绵延的绿意更浓了⋯⋯作为
全市经济主平台，“一城两面”擘画着桐
乡经济开发区（高桥街道）新封面。

厚实的产业家底，如何反哺乡村、以
工促农？如何书写共同富裕时代答卷？
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桥街道）自有“章
法”——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他们注
重借助企业优势和力量，构建“强企·兴
村”党建联盟，推动辖区内优秀企业与
22 个行政村结对，用好党建引领“共富
十法”，“联”出生产力，“结”出致富果，落
地了一批共建项目，为共同富裕注入源
头活水。

村企产业共培
走好“造血式”共富路

这些年来，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桥街
道）三村村通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引进
了一系列欣欣向荣的特色产业，其中的
绣球花基地——云之垚花卉就是最早落
地于此的项目。CEO 王鼎带着千万网
红 IP 流量，把时下最前沿的直播带货模
式，运用到传统花卉种植行业——通过
天猫、淘宝、抖音等平台，将“云之垚绣球
花基地”打造成网红场所。

如今，连续举办了三年的绣球花展，
每年都能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昔
日默默无闻的三村村成了名副其实的

“网红村”。
绣球花铺就一条农民致富路，也扮

美了三村村的共同富裕路。去年，桐乡
经济开发区（高桥街道）、杭州康成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长三角健康农业研究院

（浙江）有限公司三方牵手，签订中科康
成种苗农业合作项目。这一项目也落
址三村村，该项目未来将建设成为全省
规模较大、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高科技种
苗生产基地，预计每年可培训新型职业
农民 500 人次，辐射周边农户增收上
亿元。

三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
晓良介绍，村企共建“村企合作”模式，更
为村集体每年创收了 100 余万元，为全
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兴村导师接棒

携手奔向致富路
“全村发展得越来越好，离不开村

企结对共建。”说起这些年村企结对以
来的变化，漕泾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张锋很是感慨。在走稳共同富裕
道路过程中，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桥街
道）有针对性地组建了“强企红管家”队
伍和“兴村导师”队伍，通过党建引领，
让“强企”和“兴村”同步推进。同时，以
清廉村居护航“兴村”路，桐乡经济开发

区纪检监察工委通过规范村级小微权
力运行、抓实村务监督等有力举措，为
乡村振兴构建了廉洁高效的良好发展

环境。
在村企结对共建的“牵线”下，浙江

德盛铁路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CEO 关炜

炜成了漕泾村的“兴村导师”，还成功帮
助村里引进了总投资200多万元的果蔬
冷藏项目。项目投产后，每年带动漕泾
村村级集体经济增收超25万元，满足了
村民数百亩阳光玫瑰葡萄和黄桃的冷藏
需求。

村企双方合作的亲密无间，又引出
了漕泾村的下一个“新梦想”。今年，漕
泾村还将和德盛铁路合作“共享菜园”项
目，聘请全村低收入村民负责日常种植、
打理等工作，每人每月可获得收入，而后
续产出的蔬果也将直供企业员工和食
堂，这样一来不仅能丰富职工“菜篮子”，

也 将 为 低 收 入 村 民 蹚 出 一 条 增 收 致
富路。

不仅是“强企”之上谋“兴村”，桐乡
经济开发区还与开化经济开发区携手，
双方在加强招商招才、创新合作模式、
构建互访机制、实行信息共享等方面，
充分发挥双方的差异化优势，加强要素
资源、产业发展、科技文化教育、人才培
养交流等方面的优势集成与互补，从而
共同探索一条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和山
区县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新
路径。

（本文配图均由桐乡经济开发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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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兴村”携手开跑共富路

勇立潮头敢为先。位于杭州湾北
堍的海盐经济开发区（西塘桥街道），在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
征程中，瞄准“跑道”、勇上“赛道”，以

“用尽全力跳起来摘桃子”的奋进姿态，
争先竞跑、破题突围，凝心聚力奏响共
同富裕“发展曲”。

仲夏六月，万木葱茏。走进海盐经
济开发区（西塘桥街道）产业园区，一座
座新厂房拔地而起、一台台机器轰鸣不
息，目之所及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和欣
欣向荣的气息。

近年来，海盐经济开发区（西塘桥
街道）围绕发展主题，全力以赴做大经
济发展“蛋糕”，以不到 10%的土地，创
造了县内40%的工业经济总量，成为海
盐工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核心驱动
力。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海盐经济开
发区（西塘桥街道）累计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374.77 亿元，其中 2021 年首次突
破百亿元大关；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7.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
长 6.5%；综合实力持续位列省级经济
开发区“第一方阵”。

今年，海盐经济开发区（西塘桥街
道）更是迎“疫”而上，发挥组织优势，继
续保持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
势。1月至4月，海盐经济开发区（西塘
桥街道）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53.15亿
元，同比增长 17.8%；实现规上工业增
加值 24.01 亿元，同比增长 6.6%。数据
蒸腾，映射出海盐经济开发区（西塘桥
街道）以“红色引擎”破藩篱再升级的稳
与进。

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产业经济
是首要动力。近年来，海盐经济开发区

（西塘桥街道）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契
机，坚持招商引资“一号工程”不动摇，围

绕环保新材料、5G 电子信息、高端装备
制造、临港工业及物流“3+1”产业体系及
产业链建设，着眼引“高”、引“新”、引

“强”，让工业主平台成为项目集聚的“虹
吸盘”。

过去五年，海盐经济开发区（西塘
桥街道）累计签约产业项目 156 个，引
进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97 个，引进世界
500 强项目 2 个、超亿美元项目 10 个、
国际行业龙头项目 5 个。今年，在抓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以“不见面”招商方
式，全力推动项目洽谈、签约，总投资
10 亿元的华富电子集团年产 8000 万
条引线框架建设项目、4000 万欧元的
国际行业龙头比利时企业年产 50000
吨高性能工程材料基地项目踏“云”而
来。

一个个高质量产业项目如雨后春
笋般在这片投资热土上落地生根、筑链
建群，一幅产业体系更加完备、产业结
构更为优化的现代产业版图正跃然而
出。去年，环保新材料产业链成功入选
浙江省开发区产业链“链长制”绿色低
碳试点单位和示范试点单位，电子信息

产业链成功入选浙江省开发区产业链
“链长制”试点单位。今年，海盐经济开
发区（西塘桥街道）还成功入选嘉兴市
首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
展试点区域，为全市唯一。

近几年，海盐经济开发区（西塘桥
街道）坚持党建统领，以“大开放+大提
升”双轨并进，在能源双控大背景下，以

“亩均效益”为导向，实施园区整合提
升、数字化转型升级行动。同时，强化
创新引领，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推动
数字工厂、未来工厂建设；集聚高端科
研资源，大力培育污染小、“亩均效益”
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实现经济、社会效益两兼顾。

海盐经济开发区（西塘桥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未来，我们将进一步紧抓

‘双链长制’，进一步优化‘3+1’产业体
系，同时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做大市场、
做强产业链，为国家级多式联运示范园
创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提供助力，
也为走好具有‘海盐经开’特色的高质
量发展、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之路蓄
势赋能。”

（本文配图均由海盐经济开发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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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种种困
难，作为嘉善县经济发展主平台，嘉善
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街道）努力破除
疫情带来的种种影响，努力在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建设、高水平治理上实现“破
旧立新、蝶变跃升”。

打造“三生融合”产业新城是关键之
举，从去年开始，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

（惠民街道）就启动了总规划4500亩的
工业园区全域有机更新。从横泾桥老旧
工业园区到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
街道）二期，此次有机更新将着眼于嘉善
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街道）整体。如今
的横泾桥老旧工业园区正在经历着一场
浴火重生的洗礼。该园区是上世纪 90
年代建成的乡镇工业园区，占地 2500
亩，区块范围东至惠民集镇，西至善江公
路，南至白水塘路，北至嘉善塘。园区内
聚集了124家企业主体和348家厂房租
赁户，涉及木业、塑胶、模具、喷涂等行
业，土地利用率低，亩均产出低，园区基
础设施落后。

专班化集中办公，一区块一方案，
领导挂帅、专班统筹、主体负责、部门协
同⋯⋯自去年 9 月以来，嘉善经济技术
开发区（惠民街道）各项工作制度“并
列”上阵，在横泾桥老旧工业园区腾退
工作中跑出了“加速度”。截至 6 月底，

该区块企业腾退签约率已经超过84%，
签约腾退面积约2045亩。

据介绍，横泾桥老旧工业园区未来
将建设成为科创新城，打造集科创孵
化、总部办公、文化设施、城市公园和品
质居住为一体的产城融合品质新城。

今年正在经历巨变的还有嘉善经
济技术开发区二期区块。在嘉善经济
技术开发区成功路沿线，嘉善经济技术
开发区机械智能制造小微园建设正
酣。据了解，嘉善经开机械智能制造小
微园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园区建成
后将实现专业物业管理，并配套相对完
善的生活服务功能。

嘉善经开机械智能制造小微园正
是位于占地2000亩的嘉善经济技术开
发区二期有机更新区域。建设嘉善经
开机械智能制造小微园只是“开胃菜”，
该有机更新区域今后将聚焦高端生命
健康产业，建设相关高标准园区，与紧
邻的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形成产业联
动，同时配套建设孵化器、外包服务平
台以及人才公寓等。

一方面，他们大刀阔斧推进 4500
亩产业空间再造，另一方面通过点上开
花向存量空间要指标。目前，台升实
业、巴士在线等企业点状有机更新也在
加快推进中。台升实业地块将成为嘉
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成长潜力的小微

企业集聚地。从巴士在线回收的 220
亩建设用地，未来将作为嘉善经济技术
开发区高标准自建厂房；从英鑫达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收购的 301 亩土地已经
摇身成为鑫达科创园，一大批集成电路
企业已经入驻投产。

据悉，目前惠通、大通等老工业区
块的腾退工作也在快速推进之中。

从上海之窗·智慧科学城到惠民科
创新城，未来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
街道）产城融合的面貌已经愈加清晰。
更值得注意的是，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惠民街道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有机结
合。

打开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街
道）未来的发展规划蓝图，“二区二城一
园一绿廊”的总体布局格外清晰。“二
区”即围绕主导产业培育集聚，打造新
兴产业集聚区；突出现代农业发展，打
造生态农旅样板区。“二城”即围绕提升
居民生活品质，加快建设上海之窗·智
慧科学城、惠民科创新城。“一园”即围
绕开放发展，高质量打造浙江中荷（嘉
善）国际产业合作园。“一绿廊”即在
G60 高速沿线建设生态绿廊。按照这
一规划，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街
道）未来将成为宜业、宜商、宜居，既有
颜值又有温度的现代化工业新城。
（本文配图均由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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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再造寻找高质量发展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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