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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经济开发区是我省首批省级经
济开发区之一。2010年至2019年，余姚
经济开发区在全省省级开发区综合考评中
实现“十连冠”。“十连冠”的余姚经济开发
区，走出了一条用创新浇筑的发展之路，也
走出了一条用高效引领的强区之路。

去年，宁波市政府印发了《宁波市开
发区（园区）整合提升总体方案》，决定走

“少而精”道路，集中力量打造一批重点
发展平台和高能级战略平台。借助这一
契机，余姚经济开发区乘势而上，积极布
局，再次吹响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加快资源整合
催生发展新动能

余姚经济开发区作为推动余姚经济
新一轮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余姚今后一
个时期内参与区域一体化、承接产业转
移、培育产业集群的重要平台。整合提
升将有效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形成产
业集群优势，让余姚经济开发区更好融
入参与区域大战略，提升余姚综合实力
和区域竞争力。

余姚经济开发区按照余姚市委、市
政府“赛马争先”抓落实决策部署，紧盯
重点指标，全力争先进位。在产业上，打
造以江丰电子、智昌科技为“链主”的新
材料、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新兴产业链，形

成规模集聚效应，力争产销突破 50 亿
元；在总量上，聚焦开展优质企业培育服
务，力争年产值超亿元企业突破45家。

坚持“项目为王”，牵好经济发展“牛
鼻子”。余姚经济开发区紧盯重点项目，
全力扩大投资，围绕“四创四新”活动开
展招才引智工作，以创新项目、优质项目
支撑经济开发区工业经济发展后劲。
2022年新落户丞达精机、景昇智能玻璃
等 8 个亿元以上投资项目，总投资约为
15 亿元。目前，余姚经济开发区在库工
业投资项目达 26 个，其中 10 亿元以上
项目2个、1亿元以上项目6个。

企业是发展的生命线。余姚经济开
发区紧盯重点企业，全力破难纾困，积极
当好服务企业发展的“服务员”“店小
二”。同时，余姚经济开发区积极推动新
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帮助企业做好与相
关部门的对接、协调工作，加快项目审批
进度。遴选一批符合条件的优势企业作
为重点培育对象，促进土地、资金、能源、
人才等要素向重点企业倾斜，打造龙头
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隐形）冠军企
业梯队；积极实施“凤凰行动”，引导企业
开展股份制改造，挖掘一批实力型上市
苗子企业，力争舜宇精工等 2 家企业
上市。

此外，余姚经济开发区紧盯数字赋
能，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重点围绕

“35”产业集群，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
攻方向，推进正庄科技、金瑞薄膜等重点
企业的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开发区
数字化赋能的新智造服务体系，加快形
成以“未来工厂”为引领、智能工厂为主
体的新智造企业群体，推动装备制造业
企业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转型，催生发展新动能。

壮大产业集群
构建产业体系

余姚经济开发区立足园区功能和产
业特色，大力构建“2+3+2”现代产业体
系，通过招大招强引进一批龙头项目，推
动产业加速集聚发展。

做大做强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新材
料两大主导产业。力争到2025年，机器
人与智能装备业竞争力大幅提升，关键
核心技术有效供给能力显著提高；以新
材料产业溅射靶材制造为核心，向上游
拓展超高纯金属材料的提纯制备，带动
基础材料企业的发展，向下游延伸至溅
射镀膜以及智能玻璃、平板显示器、半导
体芯片、太阳能电池、信息储存等终端应
用，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打造国内领先
的新材料产业基地。

提升小家电、塑料模具、汽车零部件
三大传统产业。在小家电产业结合智能

设备发展智能家电，着力打造成省内领
先的智能家电设计生产基地；在塑料模
具产业，着力打造省内领先的高端模具
产业基地；在汽车零配件产业，着力发展
汽车轴承、汽车制动设备等制动配件。

培育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与节
能两大新兴产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要抢
抓数字技术变革实体经济的窗口，实现
产业快速发展。新能源与节能产业要抢
抓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
遇，依托灯具产业基础优势，发展 LED
产业，同时探索发展锂离子电池、可再生
能源等领域。

抢抓发展机遇
创建省级高新区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科技创新和产业
发展的重要平台。宁波余姚智能装备省级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紧扣“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总体思路，大
力培育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电子新材料、光
电信息等主导产业，推动成为余姚市高新技
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

为了进一步提升工业实力，拟建区
块聚焦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电子新材料、
光电信息等三大主导产业。2021年，规
上工业总产值达 210 亿元，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达75%。

聚焦发展主导产业。拟建区块是全
省两大机器人主阵地之一，共有机器人
及自主智能装备企业50多家，基本覆盖
了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
等整机全品类。区块内机器人智谷小镇
入围第四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永
久落户的中国机器人峰会成为国内规模
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机器人盛会之一。
依托日渐完善的产业生态优势，近年来，
拟建区块引进了智昌、勃肯特、尔必地等
一批优质企业和项目，集聚了一批国家
级、省级人才引进计划专家。

创新动能持续增强。拟建区块是余
姚市创新主平台，集聚了余姚市 80%的
研究院（研发机构）、国家级或省级高层
次人才，余姚市 27%的高新技术企业。
区内规划布局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光电
信息、电子材料等三个产业创
新服务综合体，集聚了宁波
市智能制造产业研究

院、浙江大学（余姚）机器人研究院、宁波
阳明工业技术研究院、中国兵器材料科
学与工程研究院余姚研究所等一批高能
级技术创新载体。

今年 3 月，经省政府同意，省科技
厅、省发改委联合印发省级高新园区创
建批复，余姚智能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成功获批创建。

整合提升给余姚经济开发区带来新
的机遇和挑战。“十四五”期间，余姚经济
开发区将继续聚焦聚力聚能，以提升发
展能级迈向高质量发展。

（本文配图均由余姚经济开发区提供）

余姚经济开发区

聚焦聚力聚能 提升发展能级

余姚经开区科创中心

余姚机器人智谷小镇余姚机器人智谷小镇

江丰生物（企业）

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的前身是慈东
工业区，2014年更名为浙江慈溪滨海经
济开发区并入选省级经济开发区，2020
年获评国家绿色工业园区。开发区于
2014 年与龙山镇合署办公，实行“区镇
合一”管理体制，紧扣“智造滨海，福地龙
山”的功能定位，高质量推进慈东现代化
小城市建设。

滨海经济开发区现有经营企业 743
家，主要以化纤、电器、厨具、汽配、灯具等
产业为主。针对开发区地域广阔、企业集
中、外来员工集聚、管理盲点较多的现状，
滨海经济开发区探索开发区社区化模式，
在工业园区成立社区，以创新架构、聚焦
管理、凸显理念的“三三四”工业新型社区
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助企管理服务水平。

目前，开发区一期、二期、三期区域
组建了 2 个工业社区，自今年 3 月份成
立运行以来，在探索基层社区治理、新型
管理服务机制道路上成效明显。

创新组织架构
下活一盘“棋”

滨海经济开发区通过一个党支部牵
引，搭建一套垂直管理班子队伍，赋予全
能全领域职责，牵引开发区工作全覆盖，
实现党建统领社区管理、企业服务的一
盘棋统筹。

滨海经济开发区突破原行政组织架
构的壁垒束缚，提出“虚拟社区”概念，实
行“虚拟工业社区”+“实体党组织”的党建
引领工业新型社区治理模式。成立中共
工业社区支部委员会，由区镇党（工）委对
工业社区进行全面领导，通过工业社区党
组织，落地对开发区企业的管理和服务，
同时对企业党建实现组织和工作的全覆
盖，使党建这盘棋在“区镇-工业社区-企
业”一贯到底，为工业社区组织构建、队伍
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依托工业社区的成立，对管理力量
进行了重组配备。经开区下属的每个工
业社区按照“1+2+N”的人员结构配备
专职工作人员。社区专管员以网格为单
位进行分片包联，做到人员力量下沉、责
任包干到人、企业服务到家。目前，根据
企业规模、数量、分布等，将 2 个工业社

区划分为10个网格，配备社管员。区镇
党（工）委建立包片联社机制，做好日常
工作联系和指导。开发区管理力量得到
大幅度壮大，抽回了行政事业干部的精
力，把工作力量下放一线、工作重心更加
集聚，提高了工作效率。

目前试行阶段，区镇党（工）委根据
“优化管理促提升，筑牢安全谋发展”的
整体工作思路，对工业社区赋予了区域
内党的建设工作、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工作、环境保护和五水共治工作、疫情防
控等社会事务及企业服务工作、区镇交
办的其他工作这五项职责。五项职责分
块下放各个网络，对社区专管员责任到
人，社区专管员从单一网格员身份叠加
多员身份，升级为全能型的专职社工干

部的 2.0 版本，一专多能，全面参与管理
开发区管理事务。在管理权限上下联动
上，区镇探索部分权责下放，让工业社区
专管员成为区镇各职能部门的“眼睛”和

“腿脚”，提高执法效率，让工业企业治理
的“末梢神经”更敏感、更畅通、更有力。

聚焦治理管理
织密一张“网”

从“组织力”到“服务力”，需要一系
列顶层设计和政策机制。区镇以企业需
求为出发点设计相关政策制度，从根本
上建构工作框架，积极探索工业社区治
理模式。

多管齐下的管理机制。社区书记助

理在社区书记的委托下，代理和行使社
区书记的职责，全面接手社区面上工作，
处理社区日常综合事务,增强社区管理
的责任心以及“比拼赶超”的工作氛围。
对社区日常事务周记录、月对账、季总
结，制定消防安全检查、疫情防控、企业
问题整改等工作进度一览表，倒逼工作
进程。

在走访企业、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针
对企业管理问题和安全隐患实行红、橙、
黄、绿四色分类管理模式，对于绿色企业
优待服务，黄色企业积极扶持，橙色企业
实时监控，红色企业严格管控，有侧重、
有针对地开展日常监管。

上下联动的治理模式。同步推进消
防、安监、环保等专业力量下沉网格，做

到专业力量下沉、工作重心下移，各专业
力量管理与现有网格管理有效结合，提
升网格综合实力。每周不少于1次参与
网格巡查，主要负责督促、指导、协调网
格管理工作，并通过实地检查、协调处置
等方式，确保网格管理基础性作用有效
发挥。建立社区-区镇联动机制，形成
重大问题“上报-研判-反馈-处理-回
头看”全流程闭环。

凸显理念
构建一个“家”

在管理上工业社区引入“家”文化
理念，把社区当“家业”，把企业当“家
人”，把需求当“家事”，严管之外，张弛

有度，让企业管理和服务体验“家庭般”
关怀。

由于社区区域面积大、企业及外来
务工人员众多，在社区服务管理人员不
足的情况下，在慈溪市 We 志愿服务平
台注册了灵水工业社区志愿服务队。同
时，组建了“灵水工业社区党员志愿者队
伍”“灵水工业社区平安巡防志愿者队
伍”“灵水工业社区家门口河小二志愿者
队伍”3 个微信群。志愿者中有社区工
作人员、企业党员、负责人、管理层和普
通务工人员，3 个志愿者队伍目前共有
参与人数93名。

为了顺利开展各项工作，自工业社
区成立以来，以网格为单位，对网格内所
有党组织、党员、生产企业、经营单位、常
住人口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排摸，做到

“家底”清、“资产”明。
结合工业社区安全监管现状，以网

格为单位，对辖区内企业制定年度安全
生产、消防安全检查计划，以2个检查循
环为目标，做好检查—整改—上报—闭
环流程，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打造企业“健康”成长指标。

下一步，区镇将继续延伸和深耕工
业社区服务内容和触角，从社区综合管
理、网格规划调整、社管员专业素质三方
面综合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营造“企业＋
社区”发展的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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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慈东现代化小城市建设 专注专精特新，为共同富裕贡献产业力量 （本文配图均由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