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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车新势力 造梦引力场
——走进前湾新区智能汽车“万亩千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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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开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节点，宁波前湾新
区以智能汽车为产业集聚和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将数字
化思维投射到传统工业生产领域，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发
展的“前湾实践”。

走进宁波极氪智慧工厂总装车间，一名佩戴AR眼镜
的巡检人员引人注目。借助先进的 5G 传输技术，巡检员
只需走到设备旁边，各种运行参数就能实时投射到AR眼
镜上，从而大大提升巡检的效率。在一系列“智造”技术
配合下，前湾新区地产智能纯电轿车极氪加速生产交
付。2022 年，“极氪 001”交付量达到 7.2 万台，占全省新
能源整车的16%，带动平台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实现350
亿元，同比增长358.2%。

发力“未来工厂”。前湾新区全面推动企业“上云上
平台”，鼓励建设示范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持续推进省

“未来工厂”建设，大力培育“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
业。目前已成功创建省级智能工厂2家，市级数字化车间
10 家。2020 年 12 月，极氪智慧工厂入选全省首批“未来
工厂”；2022年12月，入选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厂揭
榜单位和优秀场景名单，基于 SEA 浩瀚架构的自动化产
线 ，配 置 382 台 柔 性 机 器 人 的 焊 装 车 间 自 动 化 率 达
100%，实现汽车制造“个性化定制”和全生命周期数字化
管理。

当前，数字技术赋能智能汽车产业的案例还在前湾
不断书写：

绘制数字化产业地图，实现对工业经济运行“一图统
览”。加快推进产业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监管系统建设，
全面理顺“招引-审批-开工-建设-统计入库-竣工投
产-量产达产”全方位、闭环式管理模式，提升产业用地高
效、集约、可持续利用水平；

积极推进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大脑建设，充
分发挥吉利汽车、上汽大众等整车企业优势，以“整零协
同”为切入口，助力企业协同创新；

加速新基建赋能，重点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元宇宙等技术和产业“新基建”，发挥头雁效应，助力
平台产业转型升级。依托中国移动浙东产业园数据中心
优势，促进边缘计算等产业发展，引进一批 5G+工业互联
网平台或场景应用关键技术企业⋯⋯

据介绍，前湾新区还搭建了智能汽车产业平台数字
化系统，对平台运行情况开展全方位监测。争创国家级
车联网和自动驾驶先导区，力争到2025年，平台自动驾驶
研发水平达到 L4 级，加快建成国内一流的智能网联和新
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未来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将是一个更多产业突破
原有业务壁垒、深度融
合、协同创新的新兴
战略产业集群。”前
湾新区相关负责
人 说 ，数 字 技
术 作 为 新 的
变量入局，
以 智 应
变 ，以 变
促 智 ，将
为 平 台 发
展带来更多
想象的空间。

数字技术形成“硬支撑”

如果说创新 1.0 时代强调企业内部
的研发和成果转化，是一种线性创新模
式，创新 2.0 时代强调产学研协同的重要
性，注重创新体系的构建，那么，创新 3.0
时代则强调创新也应遵循生态学规律，
重在培育和营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前湾新区深谙此道。平台突出人
才、创新机构、产业基金等创新要素集
聚，全力营造最优的创新生态。

2017年5月10日，总投资62亿元的
吉利汽车全球研发总部一期项目投用。
作为吉利的研发大本营，这里承载着吉
利汽车产品开发和技术突破的重任，与
哥德堡和考文垂的研发中心共同构成吉
利汽车全球化多点布局的研发体系。

汽车行业一流人才在此汇聚、新能
源前沿技术在此孵化，吉利的布局带动
更多的人才、产业链的集聚和创新。平
台目前已引进吉利研究院、中科院宁波
材料所杭州湾研究院、中汽研汽车检验
中心等研发机构和创新服务平台 72 家，
其中国家级7家，省级20家。

擦亮 2.0 版“2+X”人才政策体系品
牌，深化实施“前湾领航计划”，积极发挥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杭州湾新材料研
究院、复旦科创园、沪甬人才合作先锋区
等创新平台“筑巢引凤”作用，大力引进
一批国家级、省级高层次人才，加速构建

“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目前已引入省
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92 人，其中国家级人
才 21 人，省级人才 12 人，海外专家 51
人，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团队8个。

接下去，平台还将加快推进浙江省
绿色智能汽车及零部件技术创新中心、
宁波杭州湾新材料研究院二期等一批创
新平台建设，支持开展技术攻关和模式
创新。引导支持吉利超链接公司开展智
慧汽车专业孵化器建设，重点在燃料电
池、微控制单元、汽车传感等领域打造核
心零部件研发平台。

特色产业枝繁叶茂，创新主体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瞄准汽车电子等高附加值产业，前湾
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培育出一批“种子选

手”。清纯半导体车规级碳化硅芯片、柔
创纳米超级电容器隔膜、群芯全系列车规
级光继电器等多家企业产品填补国内空
白。作为前湾新区着力打造的汽车核心
零部件孵化平台，龙湾国际汽车协同创新
园集聚了 70 余家“小而美”科创企业。
拾音汽车科技开发的主动降噪系统与领
克达成合作，并在蔚来、比亚迪等品牌高
端车型上得到应用。

与此同时，平台还在打造“资本+科
技”创投生态。累计设立兴湾基金、宁波
杭州湾新区产业发展基金、长三角科技
协同创新基金等产业基金 4 支，其中基
金规模超10亿元的有2支。

以企业为主体、研发机构为支撑、高
层次人才为动力、产业基金为保障的创
新体系初步形成。挖掘创新潜力、释放
创新活力、激发创新动力，“万亩千亿”迈
向更前台。

生态创新激活“原动力”生态创新激活“原动力”

在前湾智能汽车产业平台布局版图
之中，聚集的是人才，产出的是技术与成
果，关联的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未来选择。

一批高端创新资源正加速导入，但
人才、项目要留得住、快发展，还需要精
准化、专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围绕入
孵的高层次人才项目，前湾新区扮演着

“伯乐”和“保姆”的双重角色。
按照“四大办”推进机制，专班运作

提供从项目审批至竣工验收全流程、零
距离精准服务，做到全程跟踪、协调破
题，项目审批平均提速20%；探索实施重
大项目“拿地即开工”模式，改变以往线
性服务流程，采取提前介入、容缺受理、

并联审批、全程跟踪等措施，全面提升服
务效能。总投资 28 亿元的拓普新能源
汽车轻量化底盘和内饰功能件项目，于
2021 年 3 月签约、当月拿地，3 个月内取
得施工许可证正式开工；设立水、电、气、
数字电视“四窗合一”专窗，一次性收取
申请材料、核验身份，跨部门协同联办，
实现 4 项业务从前端受理到用户服务的
全流程集成通办。

“优化招引项目，要做好力量整合的
‘加法’，搭建一个平台双招双引的载体
矩阵，让一棵棵‘梧桐树’汇成一片‘梧桐
林’。”前湾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招引
项目过程中，还要将平台进行整体包装

策划、宣传推介，推动招商引资成效实现
“乘法式”的增长，提升区域重点产业核
心竞争力。

为此，平台高标准建设具有智能汽
车“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辨识度的产业
展厅和招商客厅，全方位展示建设成
效。同时，聚力打造线上线下品牌活动、
产业论坛等多渠道多层次宣传矩阵，累
计举办产业论坛、峰会、博览会、招商推
介等活动 40 余次，并积极对接国家、省、
市主流媒体开展平台宣传推广，平台知
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下一步，前湾新区将继续以成为全
球汽车产业新坐标为追求，持续辐射宁
波、带动浙江、引领全国，推进“万亩千
亿”新产业平台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全省
高质量推进“两个先行”贡献积极力量。

招才引智迈入“新境界”

吉利汽车研发中心鸟瞰吉利汽车研发中心鸟瞰

极氪智慧工厂

宁波杭州湾汽车学院

（图片由前湾新区管委会发改局提供）

复旦杭州湾科创园

近年来，嘉兴桐乡坚持以稻渔共
生为抓手，加快农业转方式、调结构，
通过推广把水稻种植与水产养殖相结
合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既保证了水
产品的稳定供给，还大幅提高了稻田
综合经济效益。

桐乡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盛楚江介
绍，该市通过组织、技术、融合创新驱
动，走出一条稻虾助富路。全市累计
推广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21950.9 亩，实
现 种 养 总 产 值 1.81 亿 元 ，成 功 创 建
2022年浙江省稻渔综合种养重点县。

龙头引领
绿色稻虾产业

随着气温回升，小龙虾开始“蹦”
上餐桌。这段时间，走进桐乡市崇福
镇的桐乡市宏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稻虾生态种养基地，工人正忙着起
笼，今年头一批的小龙虾上市了！

望着一只只肥硕饱满的小龙虾，

基地负责人范仉洪为稻虾轮作模式竖
起大拇指，他说，“割了稻谷后养小龙
虾，冬闲田变致富田，日子更有奔头
了。”

什么是稻虾轮作模式？顾名思义
就是龙虾、水稻，一地两用、一水两
养。每年11月水稻收割后利用冬闲田
养一季小龙虾，至6月小龙虾养殖结束
后继续种稻，如此循环交替。

站在田头，老范算起了一笔账，通
过利用种养时间差推广“一茬虾一季
稻”的轮作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
双收”，一亩稻田可以产出水稻 1100
斤、小龙虾300斤，每亩收益可达2500
元，与单纯种粮相比，每亩效益增了近
5倍。

得益于稻虾轮作的模式，宏望稻
虾生态种养基地走上了一条“公司+农
户+季节性流转”的发展经营快车道，
成为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稻虾综合种
养基地，自 2019 年试水稻虾轮作种养
以来，面积扩大到 8500 亩，年综合产
值超5000万元。

以宏望公司这一龙头企业为引
领，桐乡坚持以党建引领赋能产业发
展，串起了万亩绿色稻虾产业。据统
计，截至目前，桐乡市已推广“稻虾轮
作”1 万余亩，年产小龙虾 1500 吨、水
稻5500吨。

激活乡村“致富基因”

范仉洪稻虾轮作种养成功后，前
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一个人富不算
富”，作为一名老党员，范仉洪始终不
忘初心，决意要带动周边农户一起致
富。

2021 年 8 月，桐乡宏望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成立，以党建为
引领，以公司为依托，和周边农户开展
合作，一起参与稻虾轮作种养。于是，
公司陆续流转到 6000 多亩冬闲田，交
给农户合作养小龙虾，养好后又还给
农户种粮。

这种“公司+农户+服务”的产业
化经营模式，实行种苗、生产、服务、

品牌、购销“五统一”标准，与农户形
成“种、养、收、加、销”一体化利益联
结机制，实现宏望稻虾公司、种粮大
户、小农户“三赢”。该模式下，已累
计辐射带动农户 124 户、户均增收 20
多万元。

为了带动更多农户增收，桐乡市
还建立稻虾产业党建联建机制，通过
政府搭台、11 个行政村和稻虾养殖企
业抱团发展、院校技术支持，实现了农
民增收致富。“我们村养小龙虾的农户
越来越多。”联丰村党委书记沈伟忠
说，全村稻虾轮作种养面积达到 2400
多亩，村里每亩田的流转费用也从720
元涨到了930元。

随着生态绿色的稻虾种养模式不
断推广，稻虾产业也正迈着稳健的步
伐“接二连三”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桐乡积极举办农业嘉年华龙虾
节、龙虾争霸赛、稻米评比等活动赛
事，宏望稻田小龙虾获浙江“农业之
最”擂台赛三等奖、嘉兴龙虾王争霸赛
一等奖，“宏望老农”稻虾米获“禾城好

米”金奖等荣誉。
除此之外，桐乡市政府还积极引

导经营主体发展稻渔休闲产业，宏望

基地、曹氏粮油等成为市民休闲、亲子
活动的目的地，累计接待小龙虾垂钓
游客2万人次以上。

桐乡“稻虾轮作”铺设绿色致富路
朱明霞 钱 伟 章甜甜

桐乡市宏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稻虾生态种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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