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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城镇化率

2002年 51.9%

2022年 73.4%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

字 中 国 发 展 报 告（2022

年）》显示，浙江数字化
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

国第一。
“浙里办”实名注册用户数

突破 1 亿，日均活跃用户数

300万

20 年来，浙江高
举改革大旗、扛起改革

担当、狠抓改革落实，特别
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高质量完成国家重要

改革试点432项

全省生产总值

2002年 7670亿元

2022年 77715亿元

三次产业结构

2002年 8.8：51.2：40.0

2022年 3.0：42.7：54.3

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2002年 16570元

2022年 1184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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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任，1962
年 10 月出生，浙江
长 兴 人 ，中 共 党
员，第十四届全国
人 大 代 表 。 现 任
天 能 控 股 集 团 党
委书记、董事长。

长兴县和平镇城南工业区，由天能
控股集团参与建设的全国最大铅碳储
能电站——“和平共储”项目日前并网
运行。160 万个铅碳电池像搭积木一
样整齐堆叠，夜晚用电低谷充电、白天
用电高峰放电，从而优化能源利用效
率，每年可为企业节省电费约 3000 万
元。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心
中，成为全球领先的储能综合解决方案
服务商是公司新一轮战略规划的核心
之一。

“‘双碳’背景下，这是一个新风口，
绝不仅是利用峰谷电差价省点电费的
事。”这位驰骋商场 35 年的企业家语调
平和，但眼中依然闪烁炽热的光。

35 年间，将一家连年亏损的村办
小厂打造成中国 500 强企业，张天任
说，在浙江创业是一件幸福的事！特
别是“八八战略”实施以来，体制机制
创新的源头活水汇聚起全社会磅礴的
活力与市场创造力，让他如鱼得水、逐
浪涛头。20 年间，天能的实业年收入
从 5.8 亿元增长到超千亿元，增长 170
多倍。

实力狂飙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创业
故事？张天任带着记者来到被他称为

“时光隧道”的企业展厅。“隧道”起点，
一组老式电动自行车用铅酸蓄电池占
据了C位。

上世纪 90 年代末，天能抓住电动
自行车兴起的机遇，率先研发出动力电
池，逐渐成为长兴的明星企业。紧随其
后，当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近 200 家
蓄电池小厂和家庭作坊。一边是“一个
电池净赚 15 块”的高利润，一边是行业
野蛮生长背后的高能耗、高污染，赚到
钱的张天任心里很纠结：知道不是长久
之计，但也不敢轻易转型，既怕辛苦赚
的钱打了水漂，更怕政府对民营企业的
政策发生变化。

“八八战略”的实施，给张天任吃下
了一颗定心丸。“从第一条就读出了政
府是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心里的包袱
一下子就放下了。”他立即加快实施酝
酿已久的计划：研发绿色环保电池、实
施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谋
划在香港上市⋯⋯

“时光隧道”中，张天任触景生情，
回忆起2004年6月2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天能集团分公司
时的场景。张天任清晰地记得每一个
细 节 ：那 时 ，企 业 转 型 正 在 深 水 区 。
习近平同志直奔车间，边看边问。习近平
同志说，“我们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就是要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
的‘俊鸟’引领浙江经济。”他还鼓励企
业“转型升级这条路一定要坚定地走下
去”。“我当时就有一个强烈感受，习近平
同志是把我们民营企业当作自家人
的。”张天任说。

彼时的浙江，一场机关效能建设正
在全省推开，长兴铅蓄电池行业整治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张天任敏
锐地注意到，政府并不是一刀切，而是
请来专家仔细论证，哪些要关停、哪些
要整改、怎么改，一一定出标准。当时，
和平镇有 60 多家铅蓄电池企业，一半
要关停整改，一半要搬迁入园，镇环保
所干部俞文杰没日没夜地跑企业做工
作、讲政策，双眼熬得通红。张天任看
在眼里，果断关停两个年产值 1000 多

万元的落后车间，又在
投资人的质疑和反对
中花8000万元更新设
备、投入新的环保设
施。他说：“整治不是
要把行业整垮整掉，而

是为了整大整强。要做百年老店，就必
须把保护环境放在第一位。”

在供电不稳的年代生产应急灯电
池，在百姓生活蒸蒸日上的时候生产
电动自行车电池⋯⋯漫步在“时光隧
道”，我发现张天任总能先人一步捕捉
商机。而他笑着解释道：“做企业，与
时代同频共振很重要。”2004 年，全省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资源要素优
化配置的有效机制是当前深化改革的
一项紧迫任务。此后，一系列推动要
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相继出台。张天
任意识到，优质资源必将流向代表高
质量发展的领域，天能的再次转型迫
在眉睫。

长兴县城西南 26 公里处，有一座
花园般的工业园，这是全国最大的再
生铅生产基地——天能循环经济产业
园，也是张天任又一次“审时度势”的
得意之作。“回收废电池，既可防止污
染，又能得到回收铅，前景广阔。”张天
任看准了就干，政府也大力支持，不仅
在 910 亩土地出让中按政策给予优惠，
还成立服务专班，县领导每周跑工地
协调解决问题。2010 年，产业园一期
项目投产，年处理 30 万吨废旧电池，约
占全省总量的六成。一块 5 公斤重的
废旧铅酸蓄电池，可回收 3 公斤多再生
铅、0.5 公斤多硫酸钠、0.3 公斤聚丙烯
塑料，全部用于生产新电池。拆解、回
收几乎零排放，废水处理后直接用来
浇花、养鱼。目前，天能已在全国建
成 4 个这样的产业园，年处理废旧
铅酸蓄电池近百万吨，成为“双
碳”建设中的明星。

“20 年持续不断的体制机制创新，
政府越管越精、服务越做越好、市场越
搞越活，让我们可以心无旁骛、甩开膀
子干。”在张天任看来，是浙江优质的营
商环境，给了他指哪打哪的底气，从而
一次次赢得先机。2019 年，天能启动
分拆上市计划——将电池资产分拆出
来，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天能股份有
100 多家分公司、子公司，每家公司的
工商、社保等信息都要进行系统梳理、
出具相关证明，足足有 6 个档案柜。张
天任按照公司在香港上市时的经验推
断，完成这些资料起码要一年半时间，
而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助力下，他们
仅用半年就完成了，最终在 2021 年 1
月成功登陆科创板。

不惧挑战的张天任信奉一句话：机
遇总是打扮成问题出现。巧合的是，每
当天能出现问题，他也总是选择以体制
机 制 改 革 来 解 决 问 题 、赢 得 机 遇 。
2013 年，经历了 27 年高速发展的天能
出现了产业结构不优、体制机制僵化、
思想保守等现象，张天任带队到安徽小
岗村学习改革精神，回来后彻底打破原
有体制，划小核算单元，激发自主经营
体的活力。今年 4 月，他又带着由中高
管和业务骨干组成的百人团队前往深
圳，向华为、比亚迪等头部企业学习，准
备开启新一轮变革创新。

回首来路，张天任由衷地说：“体
制机制的变革创新，既是‘先手棋’，也
是‘牛鼻子’，一定要走在整
体变革创新的最
前列。”

张天任：在浙江创业是幸福的事
本报记者 杨新立

革新求变，弄潮自当先革新求变，弄潮自当先

冯亦霸，1976
年 11 月出生，浙江
龙 港 人 ，中 共 党
员 。 现 任 龙 港 市
华 中 社 区 居 委 会
委员。

刚接手村办企业煤山第一蓄电池厂时的张天任。 天能控股集团供图

张天任（中）在锂电自动化生产车间与员工交流。 拍友 田轩 摄

扫一扫 看视频

龙港华中社区今昔对比。 华中社区供图龙港华中社区今昔对比。 华中社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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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31日，冯亦霸（右一）等50名龙港农民申缴公积金。 拍友 沈超奇 摄

“八八战略”就在身边

两侧一溜烟的洋房，夹着条幽静的
乡间小道，好似来到精致的城市别墅
区。一辆崭新的社区电动巴士慢悠悠地
向我们驶来。西裤配皮鞋，一位精神的
男子从车上走下来，拉着我们往车上坐，
乐呵呵地说起他最近经历的新鲜事。

他叫冯亦霸，是龙港市华中社区居
委会委员。这些年我们和冯亦霸见了
很多回，每次他口中说起变化，都各不
相同——村里建起商品房，机关干部、
社工入驻社区为居民服务，甚至农民也
缴起住房公积金⋯⋯

改革，是龙港鲜明的标签。20 年
来，在“八八战略”指引下，龙港不断创新
体制机制，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不
曾停歇。像冯亦霸这样的龙港人，是亲
历者，更是受益者，他们的生活因改革而
变得越来越好的故事，也未停止。

过去几年，每回有新政要出，社区
都会想到找冯亦霸。因为冯亦霸这家
子，就是在改革红利中红火起来的。

75 后冯亦霸，没赶上上世纪 80 年
代龙港轰轰烈烈的“农民造城”旋风。
但本世纪初，龙港从农民城向产业城的
跨越，他是亲历者。

说起这段往事，冯亦霸特意从手机
里翻出一张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这是我家的老房子。两个房间，
最多的时候住了 6 个人。”指着照片里
破旧的房子，冯亦霸的眼神惆怅了，“不
够住，兄弟结婚后，我只能出去租房
子。”

彼时，印刷城龙港，正深化体制机
制创新，推动印刷产业转型升级。当地
政府前瞻性地提出标准化战略，与科研
机构合作，实现生产流程、产品的标准
化，做强龙头，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壮大
产业集群。印刷材料、台挂历等细分领
域成为龙港新的金名片。

抱着要有自己房子的朴素想法，冯
亦霸和身边很多年轻人一样进了工厂，
投身民营经济发展的海洋。

冯亦霸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所
在的鉴后东村和隔壁鉴后西村，总共
600 多户人家，有近 200 户在龙港经商
办厂，几乎覆盖印刷全产业链。跟亲戚
一起摸爬滚打了一阵，冯亦霸盯上了印
刷包装新材料领域，一心投入包装袋外
膜的钻研。活跃的市场、深化的改革，

让 人 人 都 有 实 现 梦 想 的 机
会。10年间，冯亦霸

一步步完成了

从农民到“打工人”，再到工厂股东的转
变。2010 年，他也终于买了套 120 平
方米的套房，实现了夙愿。

小日子越过越好，可冯亦霸心里总
纳闷：龙港中心区域发展日新月异，但老
家还是几十年前的模样，路不通、灯不
亮、楼不高。“村里出了这么多老板，怎么
也没跟着奔小康。”一心想着让大伙更好
的冯亦霸，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返乡当
村干部，为村里的发展做点事。

2011 年，冯亦霸和新一届村两委
成员走马上任，参与、见证了龙港日后
更大的跃迁。

龙港人多地少，农村宅基地改革
前，有不少无房户。缺建设用地、缺资
金、村民意见难统一⋯⋯这些深层次问
题，大多数村子无力解决，鉴后东村村
两委也不例外。

2014 年，龙港开启新型城镇化改
革试点，创新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有
些实力相对雄厚的村子，抓住农房集聚
改造的机遇，建起了乡村洋房。“鉴后西
村就干得很棒，还创新开发生态产业
园，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走上发展快车
道。”冯亦霸说。

虽然鉴后东村也很努力，但底子太
薄，更多时候只能羡慕。

直 到 2019 年 ，龙 港 撤 镇 设 市 。
新生的龙港市体制机制创新步伐加
快——不设乡镇、街道，由社区直接管
辖村落，以村社合并为抓手，同步做好
强弱搭配，积极推动整体均衡发展。

鉴后西村和鉴后东村也正是在
这场改革中，合并为华中社区，成了
一家人。

针对农村住房问题，龙港创
新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农
村宅基地改革，以成本价跨社区
给大伙安置。具体来说，就是
由政府成立公司跨社区调剂资
源，统一建造安置商品房，拆迁
农户和无房户只需出成本价
购买。多出的房子，由代建方
回购并公开销售，价格大约只
有城区商品房的一半，大大降
低了农户购房成本。

“听说能住上商品房，谁
积极性不高啊！”冯亦霸以社区

居委会委员身份，立即投入到拆
迁动员中。很快，第一批 448 套

安置商品房就建在华中社区。

按照安置标准，冯亦霸分到了两套
房：一套90平方米、一套120平方米。“以
前只听说政策创新好，等真的因为好政
策住进新房，大家的感受就更真切了。”现
在想起来，冯亦霸仍乐得合不拢嘴。

的确，在一次次改革中尝到甜头的
冯亦霸，愈加深刻地感受到，龙港的每
一次跨越变迁，都和发挥体制机制优势
不断创新发展紧密相连。

2022年9月，龙港率全国之先启动
农民申缴公积金改革。冯亦霸又成为
当地第一个签字申缴公积金的农民。

“那天，一起去的人都在犹豫。我
拿起申请表到第一排坐下，当着大伙的
面，把名字给签了。后来，他们跟着上
前签字。”冯亦霸有些激动地描述着。

除了操着蛮话（龙港方言）向前来
咨询的村民解释公积金政策外，冯亦霸
还不停打电话联系符合条件的社区成
员。“最吸引他们的是，缴半年，可申请
公积金贷款。”他回忆。

农民申缴公积金，是龙港农民就地
市民化的缩影。现在，将城里的服务和
保障向农村延伸，是龙港新型城镇化探
索的主要方向。

短短几年，合并后的华中社区已建
起老年食堂、养老照料中心、共享书吧、
乡村舞台、健身广场、托幼中心等 19 项
公共配套设施。

说起这事，冯亦霸很是兴奋。“母亲
年纪大了，女儿还小，都需要照顾。”如
果下班迟了，他会把 5 岁的女儿临时托
管在社区托幼中心。母亲的日常生活
基本不用他操心，吃饭去每餐 4 元的老
年食堂，每个月还能享受 2 次洗头理发
服务⋯⋯

龙港撤镇设市后，实行扁平化管
理。机关干部、社工直接下沉社区服
务，在一线轮值办公，也是当地改革特
色之一。和冯亦霸坐在社区电动巴士
上，看华中社区田间地头、街头小巷，有
不少干部下沉的身影。冯亦霸早习以
为常，甚至一有困难就会想到找他们。
前不久，拆迁后的地块要打造高标准农
田，冯亦霸找到农业部门下沉干部陈作
凤现场调研、思考对策，一起头脑风暴。

夏日晚风拂过。冯亦霸扭头对我
们说，生活在龙港很惬意，大城市有的
这里也有。

“那有什么是龙港有，而别处没有
的呢？”我们打趣地问。

他爽朗地笑出了声：“我们龙港啊，
每天有惊喜。”

的 确 ，生 活 在 龙
港，是充满惊喜的——

这座曾经的农民
城、如今的年轻城市，
在不断革新求变中，拔
节生长呢。

冯亦霸：我们龙港每天都有惊喜
本报记者 甘凌峰 解 亮 殷诚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