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俯瞰杭州城区，杭州绕城高速川

流不息，这是一条繁忙的城市大动

脉。“动脉”经过三墩镇，西边是西湖大

学，东边是浙江大学。从地图上看，坐

拥两所知名高校的三墩镇，版图形似

“心脏”，有人将三墩镇比喻为强劲跃

动的“高校之心”。

再拉远视角，三墩镇地处我省重

大战略平台——城西科创大走廊东起

之首，创新策源能级再度加码。资源优

势，决定区域发展的态势。三墩镇主要

负责人表示，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三

墩正锚定“大走廊东首互融互通圈、浙

大紫金港创新创业圈、西湖大学创新创

业圈”三大资源优势，以党建统领，打通

科技创新的关键“一公里”，拉动成果转

化“千万里”，将高校的科研优势转变为

经济发展优势，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为争创西湖区“六六行动”排头兵、

“北强主力军”增添持续动能。

俯瞰三墩镇俯瞰三墩镇““18971897科创谷科创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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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双校”创新创业生态圈，将科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西湖区三墩镇：“高校之心”汇聚澎湃动能
丁 珊 陈欣媛

从1.0到3.0的跃升
搭建高能级科创平台
放眼全球，产业竞争范式面临深刻

调整，以科技创新激发澎湃新动能，是各
国各地应对竞争的核心逻辑。西湖区环
高校经济产业带中，正蕴藏着颠覆未来、
引领变革的动能。其中，又以坐拥双校

“智源”的三墩镇为典型。
三墩镇谋划先行，从科技创新“原

点”问题出发，建设高能级的政校企合作
发展平台，助力打通科创成果从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及产业加速的全
流程通道。3年间，三墩镇产学研体系经
历三次蝶变，见证属地政府不变的战略
定力和发展方向。

2020年6月，三墩产学研发展服务中
心成立，“多元服务+创新载体”的高校经
济发展模式起步。2022年以来，浙大药学
院鑫药创制园、华为新工业赋能中心、人才

服务综合体相继落户，实现技术驱动、人才
服务、资金活水等要素升级。今年 7 月

“1897科创谷”启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
链全链打通，环绕浙江大学、空间体量达
100万平方米的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区域雏
形初现，目标打造中国的“硅谷”。

至此，三墩镇形成总部企业集聚“塔
尖”，成长型、后备队企业形成“塔身”，相
关生态链企业夯实“塔基”的金字塔模
式。今年上半年，三墩镇 2 幢亿元楼、16
幢千万元楼高高耸起，培育总部经济企
业3家、准独角兽企业5家、“专精特新”6
家（含国家小巨人企业1家），申报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50家。

“促进科创成果转化，需要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三墩镇主要
负责人介绍，“我们始终坚持高效能改
革、高水平谋划、高能级提升，以绣花功
夫做好服务文章，推动高校经济科技创
新，加速由高原向高峰、由高峰向群峰迈
进。”

布局创新链
助力科创成果从书架到货架

在现实情境中，一项成果从实验阶

段到规模量产，从样品变成产品，最后变
成商品，往往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多道
坎。三墩镇是如何集聚“政产学研金”等
各类科创要素资源，护航成果转化的每
一步？

三墩镇沿着产业链布局创新链，进而
完善人才链、资本链和价值链。如人才要
素，西湖区“栖西”人才创新创业服务综合
体，为人才提供“近在咫尺”的参保登记、
工商注册等服务。此外，三墩镇主动靠前
服务，协助区域内人才申报区、市等政策，
今年新增市D类以上高层次人才6人、新
增“西湖英才”项目申报8个。

“在三墩镇创业创新，时不时就有专
业机构、上级审批单位下沉服务、驻场办

公，减免场地租金、对接风投机构，服务
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让创新的种子得
以滋养。”浙大药学院鑫药创制园有关负
责人感触很深。

比如生物医药行业，三墩镇紧盯“最
初一公里”，加大概念验证、投融资机构的
介入，让源头创新更具目标性、导向性；锚
定“最后一公里”，及时导入后端应用企
业，让技术创新和市场应用无缝对接。

新引入落地的华为新工业赋能中
心，以赋能智能制造为核心，加速辖区内
企业实现整体提升。如杭州新利科技有
限公司，专为银行、学校等行业提供支付
产品和解决方案。在数字经济浪潮下，
新利科技积极谋求数字化转型升级，去
年与华为新工业赋能中心深入合作，借
助其云计算能力提升产品的安全性和稳
定性。“我们向内改革，向外拓展市场，去
年以来营收增幅达 14%。”新利科技董事
长林学新说。

以一流营商环境促发展
新三墩能级跃升

俯瞰西湖大学云谷（双桥）三期，塔
吊耸立、挖机轰鸣，项目正加紧施工。“目
前，三期工程的总进度大概完成 70%。”
三墩镇区域建设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三
墩镇上下以“店小二”姿态，全力保障西
湖大学三期顺利推进。

此前，为保证及早建设，三墩镇工作
专班全力攻克拆迁攻坚清零任务，及时
清退地表苗青、附着物，多方联系水务、
供电、燃气等公司迁移地块下方水电管
网，“项目建设无小事，”三墩镇主要负责

人说，“属地政府要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
盼，始终以一流的服务护航西湖大学项
目顺利推进。”

一流的服务营造着一流的营商环
境，让三墩镇成为企业和客商近悦远来
的优选地。“我们为三墩镇高校的浓厚氛
围而来，为朝气蓬勃的产业集群而来，更
是为当地高效、贴心的营商环境而来。”
不少企业表达了这样的心声。

今年上半年，三墩镇交出了一张可
喜的经济发展成绩单：在“打赢经济翻身
仗”的 11 项指标中，三墩有 7 项位居全区
前三，多数指标均超额完成半年度目标，
综合排名位列全区第一。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99.01%；新增经营
主体5050户，占全区1/4以上；外资到位
超 4000 万美元，到资总量和完成率均排
名全区第一。

这正是三墩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
围绕核心产业加大招大引强、深化科技
创新提能造峰的有力证明。

站在“八八战略”20 周年的节点，在
全面深化“六六行动”区域战略中，一个
全新的三墩镇正全方位重塑——

打造精致“水月墩”，三墩高质量抓
好城市建设，加强五里塘街区保护建设，
以最高标准、最实作风、最强力量做好各
项亚运筹备工作；打造繁荣“灯彩墩”，三
墩全力发展高校经济、文创经济、总部经
济和空间经济，让老百姓在这里更宜居；
打造幸福“文星墩”，三墩高质量抓好民
生保障，发挥数字治理优势，着力推进品
质民生发展。

在一笔一划的描绘中，三墩新图景
正在杭州城北大地渐次展开。

（图片由西湖区三墩镇提供）（图片由西湖区三墩镇提供）

社交媒体小红书上，有组“杭州近郊宝藏乡

村”的词条，网友们晒出颇具塞外风情的花海草

地、广袤田野，还有艺术气息萦绕的复古咖啡

馆、美术馆⋯⋯这些高颜值画面，均来自“近在

咫尺”的都市田园——西湖区双浦镇。

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双浦镇正借助杭州

“半小时交通圈”的区位优势，推动美丽乡村“周

末经济”“城乡两栖”新消费渐入佳境，繁华都市

与繁荣乡村交相辉映的美好图景渐次显现。今

年以来，双浦镇全面深化“六六行动”，加强党建

统领，纵深推进生态立镇、产业强镇、文化育镇、

数字慧镇四大战略，在南启融合发展新征程上

奋力奔跑。

努力描绘高颜值城乡新图景 加速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西湖区双浦镇：城乡蝶变铺陈美丽画卷
丁 珊 方琳嬿

梳理肌理
富春江边描绘美丽图景

驰骋在富春江边，大片绿色稻田正
拔节孕穗，江风吹拂下，稻浪层层翻涌。
素墙黛瓦的村庄、规则分布的阡陌，一派
和谐的乡村肌理和风貌。在寸土寸金的
西湖区，还能见到成片、绵延的稻田，让
人久久流连。

双浦镇农办有关负责人回忆，现在
的双浦是从“曾经的窘境”中走来的。近
年来，双浦镇牢牢抓住农村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的契机，“山水林田湖路村”生态
修复和连片规划双线并进，水网整治、矿
山修复、耕地复垦全域推开。全镇3000
名党员分片包干，带头行动，拆除甲鱼
温室大棚，甲鱼塘上矗立起现代化农业
产业园区。

此后，双浦又完成土地流转 3.7 万
亩，建成高标准农田 544.9526 公顷。一
系列组合拳下，不但破解了新时期乡村
地区发展难题，还构建了全新土地利用
格局。2021 年，双浦经验走向更广阔的
舞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列入全国
试点，并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发
布的《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

土地整治是基础，关键还要形成多
方集聚的“土地整治+”生态圈，让美持久
地保持下去。双浦镇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组建管理领导小组、专职管理队伍、
日常巡查队伍，对环境卫生问题网格化
管理。借助数字化手段，单单是一个“智
慧双浦”长效管理平台，就有效助推了当
地环境提升。

如今，双浦镇已连续4次进入环境整
治考核全市优胜榜，考核成绩保持西湖
区第一。

在乡村治理新路径上，双浦镇将 31
个行政村划分为 7 个组片，加上 1 个铜鉴
湖景区，建立“7+1”执法管理站网络。覆
盖全域的执法管理站，在采集基础信息
时发挥出功效，双浦镇打通部门间信息
壁垒，开发“数智双浦档案管理系统”，全
镇 13000 余份档案信息互联互通，实现
一键查询、有效监管。

亚运进入倒计时，双浦镇正奋力推进
“三大提升”行动，以崭新姿态迎接盛会到
来。夏日狂欢“村 BA”、“双浦好声音”总
决赛，以美丽乡村为背景，一场场出圈的体
育赛事、文化活动，让人不禁用一句网络热
梗来形容：双浦人是懂生活和浪漫的。

奔赴共富
探索未来乡村经济新模式

红树青林，烟鸥雪鹭。铜鉴湖，这颗
之江大地的生态明珠不仅福泽自然环境，
还唤醒了周边村落乡村振兴的希望。

在铜鉴湖北岸的湖埠村，醉九溪户外
庄园负责人王和生在一次自驾时路过，看
到一片油菜花怒放，被这热烈的生命力吸
引。机缘巧合，花田旁的旧房子正在招
租。“即使身处主城区，还能看满目星空，听
荷风蛙鸣。”王和生留了下来，成了双浦新
乡人，他打理之下的醉九溪户外庄园，可承
接团建年会、主题派对。

整治村庄只有和经营村庄结合起
来，才会点亮乡村发展的未来。湖埠村
通过盘活闲置旧房、物业等资源，积极创
建省级返乡入乡合作创业村，推动村集
体经济不断壮大。

双浦镇深谙乡村经营理念，牵头成

立双浦现代农旅联合党支部，打造“乡
村农旅产业联盟”。同时，在西湖区委
组织部指导下，联动村企组建工坊帮扶
团，探索产业融合发展，建设共富工坊，
全域推动农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劳
作变体验。

像湖埠村这样，沿着铜鉴湖分布的，
还有灵山村、双灵村、周富村、下杨村等4
个村，被形象地称为“五朵金花”。随着新
乡人的加入，带动了原乡人就业，也吸引越
来越多返乡人创业。眼下双浦镇“五朵金
花”正探索构建乡村品牌集群，建立和美乡
村共富体机制，统一市场化资产运作。

“‘五朵金花’抱团生长，不仅实现村
庄文化礼堂、老年食堂等共建共享，有效
提高集体资产的利用率。”双浦镇有关负
责人说，“还有助于社会资本打破村域边
界，我们正以‘铜鉴驿’驿站为串联，引流
游客，连片开发和经营，在民宿、康养、文
创、餐饮等多样化业态的推进中，努力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带。”

高质量发展
构建之江畔新格局

如今，杭州市正在加快建设城西科
创大走廊，加速资源要素的聚集；在构建

高质量发展平台上，西湖区之江科创城
正加快“一湖三镇”融合发展。重大战略
叠加，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双浦正以全面
融入城西科创大走廊为目标，争创之江
科创城的核心，奋力成为西湖区“新蓝
海”。

最近，一则关于西湖区双浦单元详
细规划（草案）公示，这份规划释放的信
号不言而喻：未来，双浦镇将按照这张蓝
图发展、建设，其发展方向或成为之江地
区的变量之一。

有几个关键信息值得关注。未来的
双浦镇，将在 70.62 平方公里聚集 15.88
万人，以科研创新中枢区、成果转化集聚
区、城乡共生引领区为目标定位，形成沿
江生态以及多个次级中心构成的“多片
区”格局。

从人口数量看，15.88 万的数字，是
目前 8.4 万的近乎两倍。双浦镇党委深
知，年轻人择一地而居，既是选择生活方
式，也是选择未来。而未来，又必定和产
业的脉动活力息息相关。沿着科海路一
路向北，正是双浦新区地块，一片片平整
好的土地虚位以待。这些土地的“留
白”，为未来留下想象和作为空间。

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在“硬核”的产
业上。“双浦镇正对标空天地海、生命健
康等战略性产业加大招引。”双浦镇有
关负责人介绍，向空旷处眺望，养生堂、
中船重工等项目拔地而起。今年上半
年，双浦镇招引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3 个，
这些投资额度大、经济拉动强的链主项
目，无疑将有效带动整个双浦地区的能
级提升。

高质量发展还体现在品质生活上。
从农村缺什么、农民想什么出发，双浦镇
加强公共服务的优质供给，弥合城乡区
域发展“沟壑”。近年来，随着岸芷汀兰
宸院、水韵枫桦等安置房小区先后交付，
超过 11000 名群众住进了新房。今年，
云浦佳苑 3200 余套安置房也将迎来他
们的主人。云栖小学、双浦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幸福荟民生综合体先后落成，
15 分钟品质生活圈日渐形成，生活便利
度提升，让百姓在家门口拥抱美好生活。

（图片由西湖区双浦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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