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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
荒地变身“聚宝盆”

“开工！”前不久，嘉善经济技术开
发区传来喜讯，总投资超135亿元的兰
钧新能源 63GWh 锂离子电池和研究
院项目正式开工，达产后新增年产值
将超500亿元。

2020 年，由世界 500 强青山集团
控股的锂电池制造企业——兰钧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嘉善经济技术开
发区，2022年，兰钧新能源一期项目正
式通线，当年即实现产值近 30 亿元。
今年 1 月兰钧新能源二期项目正式签
约，时隔 33 天，三期项目再次落户，跑

出了合作的加速度。
回拨时间的指针，谁能想到，一个

坐落于县城的经济平台能引来这样的
大项目。上世纪 90 年代初，沐浴在改
革春风里的浙北县城嘉善，有了一个
大胆的设想：设立一个工业经济小区，
为发展县域经济招商引资。发文件、
组班子、筹资金，就这样，嘉善经济开
发区从零起步，开启了招商之路。

嘉善经济开发区初创之时，除了一
块荒地，其他资源几乎为零。面对招商
难困局，嘉善强化“大抓产业、抓大产
业”导向，1994 年在全省率先提出了

“接轨浦东第一站”的口号：对外，一批
批招商员坐着绿皮小火车，每天来往于
上海和嘉善之间，开展蹲点式招商；对

内，狠抓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通
路、通水、通电、通讯、通排污
管、通蒸汽管⋯⋯园区面貌
随之为之一新。

从上海起步，嘉善
经济技术开发区走出
的招商专员，足迹遍布
北京、厦门、深圳等国内
各地，乃至荷兰等欧美地
区，以情招商、以诚招商，截
至目前累计引进项目 1700 余
个。

自 2011 年以来，嘉善经济技术开
发区地区生产总值从 61 亿元跃升到
203 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从 240 亿元
增长到825亿元，实现了翻两番。如今
的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全县 10%的
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县超 40%的工业
经济总量。

起势腾飞：
“国”字赋能天地宽

一串闪光点，被定格在时间中。
1999 年，创设省级台商投资区“以

台引台”引发链式反应，累计招引台企
百余家；2002 年，打响基础设施“六通
一平”大会战，形成“二纵四横”布局，
以硬环境引“金凤凰”；2007 年，晋亿
实业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成为嘉善首家上市企业；
2009 年，嘉善经济开发区与惠民街道
合署办公，开启产城融合新篇章⋯⋯

“国”字赋能，二次飞
跃。2011年国务院办公

厅正式函复浙江省政
府，同意嘉善经开区

升级为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嘉善

也成为浙江第二个
拥有国家级开发区

的县。升格“国字号”
后，嘉善经济技术开发

区将空间扩张、招引企业
的“硬指标”向完善产业链、

构建新体系的“硬实力”转变。
园区之变带来了眼光之变。腾

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
市⋯⋯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打开格
局改革，大力培育“知名企业、知名品
牌、知名企业家”，新旧动能转化不断
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目前，辖
区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180 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8 家，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85%，奋力夯实了
全县工业经济主平台地位。

融合开放天地宽。为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
2015 年 12 月，浙江中荷（嘉善）产业合
作园经浙江省政府批准正式成立，这
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荷兰为国别进行产
业合作的园区。不久后，嘉善国际创
新中心（欧洲）也揭牌亮相，这是嘉善
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字号”平台进一步
迈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眼下，嘉善
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入驻15个国家和地

区的200余家外企、吸纳世界500强企
业 13 家、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 30 亿
美元。

三十而立：
向新而行看未来

风从东方来，扬帆正当时。
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崛起之

路 ，宛 如 一 部 浓 缩 的 嘉 善 经 济 发 展
史。如今，长三角一体化的东风吹来，
嬗变再起。2019 年，嘉善县，与上海
青浦、江苏吴江共同被纳入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善还是
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

2020年，嘉善“双示范”开局建设，
作为县域工业主平台，嘉善经济技术
开发区列下新目标——引入百亿投资

项目、培育百亿产值企业。同年，在嘉
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仅 5 年的大型
精密电子企业日善电脑配件（嘉善）有
限 公 司 飞 速 发 展 ，当 年 产 值 便 达 到
107.1 亿元，成为该区首家产值突破百
亿的企业。

立足长三角，面向全世界。如今
的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新机遇，突出融入上海
的首位战略，有效发挥区域交通优势，
全面加强战略配套和战略协作。新能
源新材料、通讯电子集成电路、生命健
康三大主导产业已成为该区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品牌家居、装备制造、时
尚纺织等传统产业也破壁升级焕发新
活力，“3+3”产业格局基本成型。今年
以来，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新引进
百亿项目5个、招引主导产业链式项目
20余个。

产城融合，协同发展。漫步在嘉善
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绿色园区、智能工
厂外，是横平竖直的交通布局和焕然一
新的城市面貌。嘉善中医院惠民分院、
银福苑颐养中心等一批医疗康养机构
相继投入使用，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嘉善
实验学校、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嘉善实验
学校等众多名校资源不断涌入，嘉善经
济技术开发区倾力打造“上海之窗·智
慧科学城”、东部新城两大城市功能版
块，城市空间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特色路
径越走越清晰，为“再造一个国开区”注
入澎湃发展动能。

向新而行，且看未来。

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区30周年——

三十而立 向新而行
江垚川 陆海丽

三十而立，正青春。

1992 年，伴随“春天的故事”旋律，嘉善县委、县政府决定筹建经济

开发区；1993年2月，嘉善经济开发区正式挂牌成立，2011年又升级为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30 年栉风沐雨难忘改革初心，30 年发展变迁澎湃创新之力，30

年逐梦奔跑终见芳华绽放。如今，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向新而行，持

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 年以来，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

30%。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10%，规上工业产值预计突破

880 亿元。

“再造一个国开区！”今年，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县域高质量发展

的号召下，再度冲刺赶超，以再造一个新“国开”的冲劲，加速奔跑。

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一景
（图片由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

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一景
（图片由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落户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兰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航拍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

嘉善经济技术开
发区企业生产车间

嘉善经济技术开嘉善经济技术开
发区企业生产车间发区企业生产车间

文体中心惠于民
文化体系提质增效

镇街道文体中心是社会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中的一部分。在社会高速发
展的背景下，广大市民对精神生活的
需求日益增加。为不断满足市民对文
化活动的需求，平湖大力推进镇街道
文体中心全覆盖，目前已新建成新埭
镇、新仓镇、广陈镇、林埭镇文体中心4
个，在建镇街道文体中心2个。

广陈镇文体中心作为新晋“网红”
文化地标，自今年投入使用以来就备
受欢迎。这个由原粮管所用房改建而

成的文体中心，保留了外部粮仓的特
色外形，占地面积 1526 平方米，建有
两层总面积 2530 平方米。整体设计
以“YUE空间”为理念，将阅读之“阅”、
体育之“跃”、情感之“悦”融于一体。

“我们广陈镇的文体活动中心，包括了
图书馆、影音室、文创展销区、沙龙区、
百姓健身房、排练室、器乐室等区域，
是居民文化、体育、娱乐等生活休闲场
所。”广陈镇村镇建设管理办主任胡国
华说。

文化是一种氛围，精神是一种力
量。近年来，平湖市持续推动科创图
书馆、国际会展中心（剧院）、博物馆新
馆等大型文化设施的建设，完善城乡
一体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逐步构建覆

盖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此外，平湖市持续推动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提档升级，各镇街道综
合文化站均为省定一级站，特级站比
例 75%，文化站已经成为镇街道文化
工作的重要阵地，文化建设也成了平
湖市各镇街道工作的重头戏。

与此同时，平湖市高度重视全民
艺术普及、全民阅读推广等工作，不断
完善市镇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做深做大做强文艺赋美、我们艺起来、
西瓜灯文化节、“农民读书会”、“金平
湖·慧阅读”等一批重点特色文化品牌
活动，扩大文化工作在平湖全市的覆
盖面，丰富活跃城乡居民文化生活，促
进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精神共富”。

传承发扬“叔同文化”
让传统文化深入人心

深度挖掘平湖特色元素，平湖以
“叔同文化”标识彰显平湖文化底蕴。
通过制定“叔同文化”标识发展规划,

打造一批具有平湖特色的叔同文化研
究成果、文艺精品、文旅项目、文化品
牌等，推动叔同文化成为新时代平湖
文化建设鲜明标识，提升“叔同文化”
标识金名片影响力。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每一年的李叔同音乐会上，李叔同先
生选曲作词的经典作品《送别》从不缺
席。人生如诗、岁月如歌，伴着李叔同
先生的音乐作品，叔同先生的精神也
如明月洒下万里清辉，滋养着平湖人
平和报本、勇猛精进。

叔同是名片、更是文化。叔同文
化已经如符号般烙印在平湖的角角落
落，也传承在代代平湖人的心中。作
为我国近现代的启蒙音乐家和学堂乐
歌的先驱，他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有
着重要作用。平湖市以李叔同主题音
乐为基础，连续两年举办平湖市李叔
同音乐会，通过融合李叔同音乐与中
国传统音乐、西洋乐曲的形式，呈现
了李叔同音乐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创
新。

叔同是文化，更是底蕴。近年来，

平湖市开展了以“李叔同”命名的各艺
术门类设奖活动，探寻叔同文化跨越
历史长河的不朽魅力，以及其与新时
代碰撞的交响和鸣。2022 年，平湖市
举办了首届“叔同艺术季”。

此外，平湖市还致力于保护传承
传统文化，深入实施“文化基因解码
工程”，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
基因解码成果转化利用，打造“琴棋
书画印唱灯舞”传统文化品牌，丰富
优秀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讲好平湖故
事。

公共文化“先行镇”
打造镇街道文化高地

以钟埭街道和独山港镇为先行试
点，平湖市编制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
先行镇创建规划，突出地方工作优势，
在提升公共文化设施效能、优化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完善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等
方面，形成特色案例，走出一条公共文

化创新发展示范新路。
2023 年平湖市独山港镇与上海

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携手成立首个浙
沪毗邻业余文艺团队“金平果艺术
团”，团队目前已承接两地文化活动
10 余场次。“退休之前我在公司的越
剧团，今年我加入‘金平果艺术团’，
终于不再闲着了，我们现在正在排练
一个新的舞蹈，叫《希望在田野》，之
后会在我们自己搭建在稻田里的舞
台上表演。”金平果艺术团负责人沈
丽娟说道。“金平果艺术团”连接着平
湖和金山两地，实现两地文艺人才文
艺资源毗邻共建。

在平湖经开区（钟埭街道），我们
也能看到创建公共文化先行镇的生动
体现。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平湖经开区（钟埭街道）充分发挥文
化先行示范引领作用，始终致力于企
业职工文化活动的开展，街道内建成
文化馆企业分馆 3 家，有效扩大文化

惠民覆盖面、增强实效性，保障企业
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平湖市文化馆
依爱夫分馆作为平湖市首批文化馆企
业分馆之一，相继建成了职工书屋、
书吧、游戏装特色文化展示馆等职工
文化阵地，打造了依爱夫大学堂，定
期举办演讲比赛、才艺秀、读书会等
特色文化活动，使“文化+”成为企业
发展的动力。

展望未来，平湖市将始终围绕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在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均衡发展、创新融合、
服务可及性、群众满意度上下功夫，不
断推动平湖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描绘公共文化领域共同富裕的“平
湖样板”。

（图片由平湖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提供）

平湖致力文化先行 共建公共文化服务
戴子函 陈一鸣

在嘉兴平湖这片水光悠悠的土地上，古老的故事与现代的美景交相

辉映。每一步都是一首行走的诗，每一瞬都是一幅流动的画卷。平湖，

是时光的交响乐，是心灵的驿站，平湖正全力朝着省级公共文化服务现

代化先行县目标奔跑。

近年来，平湖始终把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改善民生的重

要内容和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重要举措，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

量发展要求出发，着力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范围，从文化阵地、文化

活动、文化品牌、文艺先锋等多个维度不断完善平湖市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奋力打造共同富裕的公共文化“平湖样板”。近日，省文旅

厅公布了 2022 年度全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发展指数（CMDI），

平湖位居全省 90 个县（市、区）第 6，交出了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

创建的漂亮答卷。

独山港镇在建文体中心效果图独山港镇在建文体中心效果图

2023长三角西瓜灯雕刻创意大赛

2023平湖市李叔同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