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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龙游经济开发区的浙江
广瑞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智
能机械手自动将原片从原料栈板上吸
附取下，移至数控加工机床打上二维
码，再经过磨、削、贴等多道工序，一块
块幕墙玻璃就生产出来了，整条流水线
只有5名操控机床的工作人员。

“我们不仅实现了幕墙玻璃生产自
动化，而且还能可视化地管好每片玻
璃。”该厂工程师张伟笑着展示了他的

“中控室”，电脑屏幕上每块玻璃的客户
信息、尺寸、材质，以及具体的加工工艺
都一目了然。“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智能
化 mas 系统，我只要打开电脑，车间内
每块玻璃的动向都能掌握得一清二
楚。”

广瑞玻璃是龙游县推动传统制造
业智能化改造的样本之一。近年来，龙
游县加速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加
大技术创新力度，多措并举助推传统制
造企业转型升级。一批传统制造企业
乘着数字化工厂建设的东风，加快智能
化改造步伐，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
生产效率，为抢占市场份额增添“信心
砝码”。

浙江芯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今年全
省第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之
一。工艺工程师刘毅介绍，相关车间引
进 LDI 连线曝光机后大大缩减了人力，

“以前曝光需要 6 人操作，如今只需 1
人，生产速度也加快了，效率提高了十
几倍，还有效减少传统工艺容易造成的

线路板划伤等问题。”
据悉，芯特科技先后投入 3000 多

万元资金，引进了国内外最先进的智
能化设备，打造了 10 万级无尘车间，
并实现了全自动 VCP 连续电镀线、镍
金生产，企业生产流程自动化程度达
70％以上，并建立 ERP 在线跟踪系统
以及线上 PCB 全球下单平台，实现了
产销全自动化。该公司品质经理刘礼
鹏介绍：“不仅可以实现客户全过程跟
踪生产流程，公司也能更好地规范一
线员工的操作。”通过“智能工厂”赋
能，芯特科技产值从 2019 年的 2800 万
元，跃升至 2020 年的 4300 万元，并在
2021 年突破 6000 万元，实现了“三级
跳”。

维达纸业加快构建物联网“未来工
厂”，禾川科技上马微米级定位的高速
贴片流水线，浙西建材把盖房子变为

“搭积木”⋯⋯龙游正依托数字化改革
赋能高新制造业发展，为产业发展插上
智能的“翅膀”。

今年 1 至 7 月，龙游县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11.75 亿
元，同比增长 19.3%，实现增加值 3.41
亿元，同比增长 20.7%。“数字化改造工
作事关龙游县生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全局。”龙游县经信局副局长王丽
芬表示，“未来，我们将全力以赴推进产
业数字化转型，做实产业变革，提升县
域企业竞争力，推动全县工业实现‘制
造’向‘智造’的华丽转身。”

数字化改革赋能高端制造

龙游工业安上智慧大脑
吴晓龙

郑志平 宋晓娟

近日，位于开化县桐村密胺产业
园的浙江万臣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内，
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宽敞明亮的操作
台、穿戴规范的技术工人⋯⋯让人耳
目一新。“我们的订单来自强生、联合
利华等高端品牌，高档次自然有高要
求。”公司生产厂长褚军华指着一排排
化妆品包装软管说，自入驻密胺产业
园之后，自家产品得到越来越多的知
名公司认可。

桐村镇是开化县的一个边际山区
镇，共有 9 个行政村、1.8 万人口，集镇
所在地桐村村人口仅 300 多人。密胺
产业作为该镇主导产业，尽管扎根本
土，已有几十年发展历史，但受困于附
加值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多
年来一直停滞于密胺碗筷、马桶盖等低
端市场。

如何提升产品开发能力、增强市场
拓展能力？如何走出富民强镇之路？
桐村镇坚信“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积极探索平台、机制、模式创新，以
平台提升促进产业提升。2017 年，由
镇政府下属的桐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与密胺产业龙头企业开化瑞达塑胶科

技有限公司组建开化同瑞密胺制品有
限公司，合作建设密胺产业园；2019 年
以来，镇党委、政府按照“边建设、边入
园、边生产”的思路，全力引进密胺、化
妆品包装业企业入园，并通过重组抱团
发展，将镇域内 14 家密胺企业整转搬
迁入园。

万臣公司便是桐村密胺产业园引
进的一只“金凤凰”。作为桐村镇引进
的第一家港资企业，万臣公司原址在
上海浦东新区，曾是开化瑞达塑胶科
技有限公司的“老客户”。2020 年 4 月
投产后，万臣公司仅用 7 个多月时间产
值就超过 2000 万元，成为规上工业企
业。“在产业园，我们原材料能就近供
应，厂房租金也不高，企业总体运营成
本比之前下降 30%。”褚军华介绍，公
司目前共有职工 90 多人，九成是本地
人。

“我们打造密胺产业园，有利于集
聚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小空间
实现大集聚、小平台成就大产业。”桐村
镇党委书记徐祝安介绍，密胺产业园已
吸纳 1000 多人在家门口就业，镇里将
继续围绕产业强镇，加快谋划产业园二
期建设，全面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拓宽
共富之路。

“小产业”登上“大舞台”“小产业”登上“大舞台”
“大伙要把田间和田埂上的杂草除

干净，以促进光合作用，提高水稻产
量。”近日，在柯城区九华乡上铺村下坦
寺田畈，乡农技员、驻上铺村干部陈水
良正扯着嗓门向在田间劳作的 4 位村
民喊话。陈水良说，今年村集体共连片
种植了 200 亩单季稻，眼下水稻正处孕
穗期，加强田间管理非常关键。

上铺村位于庙源溪畔，全村 297 户
803 人，有山林面积 2450 亩，园地和耕
地面积 1000 亩。2020 年以来，该村通
过推行以整治抛荒地为主要内容的“上
铺模式”，加快强村富民步伐。今年 6
月 20 日，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全
省 50 个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典型案
例，“上铺模式”名列其中。

“我们村曾是柑橘种植大村，年产

柑橘 400 万公斤，2015 年冬天，橘树遭
受冻害，造成了柑橘地大面积抛荒。”上
铺村报账员陈秀才介绍，近几年年轻人
纷纷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以老年人居
多 ，也 加 剧 了 耕 地 闲 置 抛 荒 现 象 。
2020 年 3 月，上铺村两委根据群众意
愿，将农户闲置的耕地统一流转到村集
体，由村集体代管代种代收。村里组成
了一个 5 人“生产队”，统一负责耕种，
收益由村集体和农户按亩均产量五五
分成。“上铺模式”由此而生。

“‘上铺模式’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
为基础，执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对土地经营权实施
流转，进一步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
度，有利于防止耕地的‘非粮化’和‘非农
化’倾向。”九华乡党委书记裴春风说，

2020 年，“上铺模式”刚推行时，上铺村
从65户农户中流转了60亩抛荒地种植
早稻；今年，全乡已有 12 个村推行和借
鉴“上铺模式”，流转抛荒地 1500 余亩，
涉及农户1200多户，采取“水稻—油菜”
轮作模式。今年的油菜花海也使“95联
盟大道”九华段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上铺模式’真的好。”村民江双珠
说，她全家 4 口人的 3.1 亩耕地已全部
流转到村集体，去年分到湿谷 772 公
斤。对于把土地流转到村集体的上铺
村民来说，“上铺模式”助农增收的作用
是实实在在的。前年，65户农户共分得
湿谷1.05万公斤，折算收益2.1万元；去
年，112 户农户共分得湿谷 3.35 万公
斤，折算收益7.4万元。

“‘上铺模式’也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陈秀才说，2019年、2020年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才 10 万余元，去年通过发
展屋顶光伏、余杭山海协作“飞地”分红
以及扩大粮食生产规模，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达到了30.63万元。

“通过推行‘上铺模式’，村级组织凝
聚力、向心力进一步增强，各项工作顺利
推进。”上铺村党支部书记江增林说，村
里今年谋划了新项目，占地21.3亩，总投
资 3000 万元，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
600 万元，主要建设仓储及添置粮食烘
干、加工设备；二期投资2400万元，主要
建设加工和包装厂房，完善物流设施。6
月 8 日征地开始后，村民大力支持，当
天，涉及 56 户、130 个地块的 21.3 亩土
地全部丈量结束。一期项目 7 月 30 日
开建，将于12月底前建成投用。

打响“上铺模式”柯城强村富民有新招
郑 晨

9 月 15 日深夜，随着浙江中聚硅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签订《土地使用权及地
面附属物收储合同》《集中攻坚奖励补
偿协议书》，衢江区廿里工业功能区第
一批 30 家非化企业、32 宗地块 487.88
亩土地，在15天内全部实现腾退签约。

廿里工业功能区是当前衢江区最
重要的、唯一成规模的工业平台、工业
主战场，也是山区 26 县特色生态产业
平台。但目前该工业功能区存在总体
盘子不大、产业低端低效、亩均效益不
高等问题。今年 6 月，衢江区委区政府
召开特色生态产业平台提质转型攻坚
部署会，整合指挥部“一办七组”、工作

专班和 14 家挂联单位力量，以攻坚为
抓手，加快整治破除低效工业项目，重
塑廿里工业功能区的产业布局、产业形
态、产业结构。

完成前期测绘、评估工作后，9 月
1 日，非化企业腾退收储集中攻坚行
动正式启动。区经信局、区发改局等
14 家挂联单位分工协作、连续作战，
在廿里镇集中办公，个性化施策、全流
程服务解决企业诉求，确保“一把尺子
量到底”。线上，指挥部落实“每日研
判会”制度，集体决策高效解决签约难
题。

衢州市辰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

廿里工业功能区内的优质企业，近年来
产值、税收等持续增长。但由于不符合
廿里特色生态产业平台的定位，仍须腾
退搬离。对此项工作，企业负责人祝光
云多次表示支持，但对设备评估问题存
在异议。“企业认为设备评估补偿不合
理，希望政策能充分考虑到企业的实
际。”衢江区财政局工作人员叶小平介
绍，为做通企业工作，挂联的区财政局
和廿里镇的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对接，宣
传相关政策、了解企业诉求。

廿里非化企业腾退工作专班接到
企业诉求后，第一时间进行了问题反
馈，并组织力量前往周边县市学习借

鉴成功经验，完善现有政策。同时，工
作专班还引进专业的固定资产评估团
队对企业设备搬迁及后续安装、调试
等进行重新评估，区财政局多次对接
企业后续迁建事项，确保企业无后顾
之忧。最终，辰泰机械顺利签订腾退
意向协议。

廿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俊峰
说，下一步，将以“全周期服务”理念做
好搬迁腾退工作，以速度换时间、以质
量换空间，加速园区企业转型升级、重
大项目招引落地，为推进全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争当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排头兵提供坚实保障。

廿里工业功能区跑出“腾笼换鸟”加速度
洪 纲 周 艰 王鹏超

廿里工业功能区跑出“腾笼换鸟”加速度
洪 纲 周 艰 王鹏超

张 曌 罗曼琳 王 瑶

“姐妹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结，只有家
和才能万事兴⋯⋯”近日，在常山县金川
街道调解室，新乡贤调解员陈水良在为
某家三姐妹调解矛盾。在陈水良的努力
下，最终三姐妹签订协议化解矛盾。

矛盾纠纷能够化解，得益于金川
街道新乡贤“U 调解”队伍。为进一步
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完
善新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
渠道，今年 6 月，常山县开创了新乡贤

“U 调解”机制，组织引导新乡贤领办
化解矛盾纠纷，推进新乡贤在“善治安
村”中发挥作用。金川街道充分整合
现有新乡贤、商会资源，积极邀请辖区
优秀的公检法领域、机关企事业单位
退职退休人员以及退休教师，组建了
30 余人的新乡贤队伍。这些新乡贤品
行好、学识广、声望高、影响力大，可以
借助亲缘地缘等优势，在“U 调解”中
发挥重要作用。

陈水良就是其中一名调解员，退
休前是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民警。他
从警多年，有着丰富的矛调经验。去
年底，常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因浇筑
围墙，将金川街道徐村村一自然村的
排水沟渠填埋，今年汛期造成河水漫
灌无法排水，对村民生产生活造成不
便。陈水良与徐村本地“新乡贤”多次
与常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进行沟通，
及时收集村民顾虑，反复上门阐述利
弊，商讨解决方案，如今村内水渠又闻
哗哗流水声，美丽村庄恢复了往日生
气。

“答疑释惑、汇集民意、凝聚民心⋯⋯
新乡贤助力‘U调解’，成为承接党委政
府和民众意见的‘第三方’。”金川街道
党工委委员阮恰说。近两个月，金川街
道通过新乡贤助力“U调解”机制，调解
化解矛盾纠纷 6 件，赋能提效基层社会
治理，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
道、矛盾不交上级”，进一步助推县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

新乡贤助力“U调解”

“我们村是个移民村，村民下山时
年人均收入只有 5000 多元，现在已经
达到 32000 多元。”日前，江山市碗窑乡
凤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祥水
说，村民不仅建起一幢幢新楼房，有的
家庭还拥有两辆轿车，致富路越走越
宽。

凤凰村筹建于 2007 年，是江山市
的一个下山安置新村，地处碗窑乡西
面，距江山市区 3 公里，交通便捷，环境
优美，民风淳朴，民俗文化丰富。现有
800 多户 3000 多人。2008 年，来自廿
八都、张村、塘源口、保安等 10 多个山
区乡镇的农民，先后搬迁至凤凰山下，

建起新家园。历任村干部以“搬得下、
稳得住、富得起”为目标，一任接着一任
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努力让山区、库区
移民过上了好日子。

陈祥水介绍，为了让村民的钱袋子
鼓起来，村里因地制宜发展来料加工特
色产业，谋求增收致富路。“2013 年，村
里的妇女、老人在家门口做来料加工，
每人一天有 20 元—30 元的收入。”“让
村民有事可做，有地方赚钱，才能把人
长久地留下来。”村干部通过多种渠道
搜集各行各业的招工信息，从周边的公
司、工厂到建筑工地，从网络、中介到身
边亲友，这些从四面八方搜集来的招工

信息汇总后推荐给村民。“那些年里，村
里帮助村民找了 2000 多个工作岗位。”
村民生计有了着落，移民的心终于定了
下来。

村民增收后，村集体经济增收也
提上了议事日程。2017 年，在上级部
门支持下，村里建起来料加工物业楼，
现在村集体每年可收租金 25 万元。
2019 年后，村里又多方对接，投资建设
光伏发电站等项目。“现在，通过项目
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达
80 多万元。”陈祥水高兴地说，近年来，
凤凰村不断完善居住环境和便民设
施，不仅在村里建起了幼儿园，还建起

了休闲广场、休闲凉亭，村庄路面全面
硬化，完成生活污水改造，安装路灯
380 多盏。

现在的凤凰村，不仅是第一批省
五 星 级 文 化 礼 堂 村 ，还 组 建 有 锣 鼓
队、腰鼓队、排舞队等文艺演出队伍，
几年来斩获了中国乡村好声音银奖、

“村歌十年江山盛典”展演曲目金奖、
衢州市第四届排舞大赛金奖、江山市
第三届农民运动会排舞一等奖等。村
里还相继邀请市内外演出团队到村里
表演，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村民更贴
心了，幸福感、荣誉感和归属感也更
强了。

下得凤凰山 谋得发展来
程 伟 毛罡剑

蒋 君 邱柏源 姜齐浩

连日来，在江山市峡口生态工业功
能区的开洋全屋定制产业园项目（二
期）施工现场，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机
械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正在新浇筑
好的混凝土地基上架构模板。

开洋全屋定制产业园项目是江山
市重大投资项目，规划面积1090亩，今
年新供地 54 亩。由于受现场地势限
制，大型机械一时无法进入项目施工区
域。为了抢抓项目进度，更好地服务企
业，峡口镇党委政府组建项目推进专
班，与20余户农户进行谈判，做好政策
处理工作，随后紧锣密鼓建成长 300
米、宽10米的施工便道，大型机械顺利
进入产业园施工。

上月末，江山市举行 2022 年重大
项目“双百三抢”专项行动部署会，聚焦
全市百个重大项目，全力开展百日攻
坚，抢进度、抢开工、抢前期。力争到今
年11月底，一批在建项目加快进度，一
批新建项目动工建设，一批前期项目深

化推进，一批争列项目谋划储备，形成
固定资产投资 80 亿元以上，有效夯实
经济稳进提质工作基础。

自“双百三抢”行动开展以来，江山
市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围绕“开
工-入库-出数”三个环节，完善领导挂
联、分口负责、专班推进、一线攻坚、闭
环督办等工作机制，落实全要素保障和
全流程服务，组织开展重点项目建设

“亮晒比学”活动，对照项目清单、时点
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定期研判、协调
交办、定时通报机制，全面提升重大项
目推进速度。此外，江山市还建立奖惩
机制，实行重大项目挂牌督战、半月红
黄牌预警、每月排名进位等奖惩措施。

在贺村镇异地搬迁保障性公寓楼
（三期）项目建设过程中，针对项目建设
前期遇到的临时用电等问题，贺村镇根
据“发现问题 1 小时内反馈解决”要求，
第一时间调度发电机 6 台、抽水机 30
余台，全力保障土方开挖、喷锚等工作
开展。借助“双百三抢”行动劲风，该项
目进度较施工计划节点提前了15天。

重大项目进入加速跑

近日，柯城区七里乡开展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培训。培训班科学设置美丽乡村、乡村
旅游、村集体经济发展等专题课程，邀请柯城区委党校老师以视联网形式为各村书记、党
员、村民代表等100余人进行培训，提升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能力水平，帮助他们成为创业
致富的带动者和实践者。 余圣杰 摄

振兴专题 乡贤来听

近日，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杜泽派出所林区警长周志攀、民警黄文国联合护林员，前
往衢江区峡川镇东坪古道对生态公益林古树保护工作进行巡查，全面落实“林区警长制”，
全力打响“警务融治”品牌。 叶申虹 摄

近日，一只右脚受伤的猫头鹰幼崽“闯入”开化县公安局池淮派出所。值班民警曹麟发现后，
立即向所内森林警察大队转隶过来的民警王小勇请教正确的救助方法。经过一个星期的悉心照
顾，小家伙养好了伤。日前，工作人员将其送至林区放飞。 李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