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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 的发展 越来越“燃”
徐子渊 应芳露

五月中旬，作为长三角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杭温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这意味着山区县仙居距离步入

高铁时代又近了，开启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仙居的生态优势、区位优势，也因此进一步凸显。“未来，台州乃至浙东南地区最大的中药饮片现代化生产基地就在我们

这儿！”仙居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因看好仙居的生态环境、产业基础，九州通医药集团浙东南总部（仙居）项目已落地仙居医疗

器械小镇。

发展机遇摆在眼前，仙居紧紧抓住机遇，乘风而起。近年来，仙居根据地方特色设立神仙氧吧小镇和医疗器械小镇，一

个小镇以生态为基，一个小镇以产业为本，两相呼应，让山区县仙居的优势不断叠加。

从2015年创建至今，氧吧小镇辐射带动周边村庄走上致富路，截至目前，沿线75%的村庄集体经营性年收入达100万

元以上，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而医疗器械小镇在近10年时间里，聚集起61家高新技术企业，让医疗器械这一产业在仙居

蓬勃发展，成为仙居绿色跨越的强大动能。

一组组数据，显示出仙居发展的高度、浓度、速度不断提升。展望未来，仙居创业创新的氛围已越来越“燃”。

产销一体 做强家底
新产业焕新传统产业
“1000 万元的采购订单，达成！”短

短几个月时间，仙居医械小镇与浙江仙
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产销一体化
联盟，已创下销售佳绩。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为齐全
的甾体药物生产厂家，仙琚制药有着强
大的市场网络和渠道资源，而这正是仙
居医械小镇中的新兴企业所缺少的。“新
的销售渠道被打开，相比同类企业，我们
就多一份机会。”浙江百安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借助这一产销联
盟，企业资源更新、订单增加、顾
客拓新，为下一步发展打下了
良好基础。

这是仙居促进产业发
展下的一步“先手棋”。
作为浙江省山区 26 县
之一的仙居，有着良好
的医化产业基础。在迎
接并拥抱新一轮科技产业
革 命 中 ，仙 居 正 锚 定 高 科
技、高产出、高效益、低污染
的医疗器械产业，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

“最少需要 3 年才能拿
下的注册审批，1 年半时间我们已经获
得。”浙江佳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责人
刘时华在仙居感受到服务为企业发展加
速，预计上半年就能实现投产。

对于初创型企业来说，时间是最宝
贵的。而作为强监管行业，医疗器械从
研发审批到产业上市，至少要 2 到 3
年。为解决这一产业发展痛点，仙居积
极导入省市服务资源，2019 年 7 月，全
省首个创新医疗器械服务站——台州

湾创新医疗器械服务
站落地小镇，专家团队为

产品上市提供服务，帮助企
业少走弯路，为企业减压。
服务站设立后，产品注册审
批时限缩短 50%以上，省
医械审评中心二类医械产

品审评时限压缩到40个工作日，二类三
类医械注册质量体系核查时限压缩到
30 个工作日，医械注册/备案证由 33 张
增加到149张。

为 进 一 步 优 化 小 镇
服务，仙居率先实行“专
班+国企+公司”的体
制创新，进行市场化
运作，负责小镇内
的 建 设 、运 营 管

理。小镇酒店、人才公寓、检测大楼、灭
菌中心等生产生活配套设施逐步完善，
小镇的平台能级不断提升。

优服务带来的变化，是一个个落地
的项目、一张张增加的证书、一家家成长
的企业，还是不断涌动的创新活力。0.2
毫米的介入类导管用微型电磁传感器、
对人体损伤几乎为零的可视喉罩、破解
技术难题的呼气分子诊断仪器⋯⋯仙居
医械小镇内，一家家高新技术企业已成

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试验
场”，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

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的一个个场景中，为仙居的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为更好地促进产业发

展，位于上海的仙居—上海
生命科技协同创新中心正在

同步发力。据统计，中心正式运
行以来，围绕医疗器械、新
能 源 制 造 等 仙 居 相 关 产
业，已累计招引入驻孵化
项目 16 个，落地仙居产业

化项目4个。

山水融合 尽显底色
串点成线呈现新态势

入夜后，神仙氧吧小镇的林间，霓虹
光影交织，人气十足。

20 时 30 分 ，在 神 仙 氧 吧 小 镇 上
演 的 大 型 沉 浸 式 森 林 夜 游 实 景 演 出

《寻仙记》刚刚结束。看完演出的上
海游客张易意犹未尽，“沉浸在山水
间，被演员带着感受中国历史文化，
太梦幻了！”

据了解，《寻仙记》由中国实景演出
行业的创造者、山水盛典创始人梅帅元
先生导演，打破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
化身为“寻仙者”全程参与其中，沉浸式
观看演出。“当初，这一项目落地看中的
就是氧吧小镇优质的生态资源。”神仙居
旅游度假区开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小镇内森林覆盖率已达 79.6%，负氧离
子含量每立方厘米最高可达 8.8 万个，
水质达到一类饮用水标准⋯⋯生态是小
镇最亮的底色，引来了各大项目相继落
地，也让仙居的旅游业不断提档升级。

在“天空之城”感受运动的激情与快
乐、在氧吧小镇体验山水实景剧作、在古
街古镇倾听历史的声音⋯⋯“神仙居景
区以观光型旅游为主，而今年新增的众
多文旅项目以体验性为主，不仅丰富了
仙居的旅游业态，也让游客来仙居旅游
的选择更加多元。”仙居县文广旅体局局
长王军方表示，近年来，仙居依托境内丰
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布局“旅游＋”融合
发展，不断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响仙居

“大旅游”“大健康”品牌。
旅游业的变化，游客看得见，身处其

中的百姓感受更深。“碰上节假日，得提
早半个月才能订上我们家的房。”上叶村
村民齐爱红返乡开起民宿，“一年赚 20
来万元，不是问题。”

上叶村位于神仙居省级旅游度假区
的核心区块，东有仙居绿道环村而过，南
有迎宾大道、湿地公园，西临神仙居游客
接待中心，北有神仙大农白塔旗舰店、大
型停车场，交通便捷，文旅资源丰富。景
区年均 100 多万人次的客流量，赋予了
上叶村得天独厚的绿色发展潜能。

如今的仙居，已逐步将人流量优势
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越来越多的
村子，依托先天优势，不断深挖潜力，做
强文旅文章、丰富业态，让游客有的玩，
也住得下、吃得好。

县域发展 城味渐浓
小县也能创大业

5 月 27 日，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仙居
学校 2024 年招生公告(六)发布。虽然

是第一年招生，但由于报名人数多，
将采取电脑摇号方式录取。

报 名 如 此 火 爆 ，华 东 师 范
大学附属仙居学校校长袁春
红 直 言 ，“ 意 料 之 外 ，情 理
之 中 ”。 近 年 来 ，仙 居 启
动 教 育 提 质 三 年 行 动 ，
不断协调均衡城乡教育资
源、补齐教育短板弱项。

随着仙居技师学院、华东师
范大学附属仙居学校等项目落地
建设，家长们最普遍的反应就是“家
门口的优质学校来了”“孩子以后进到
这所学校，就可以享受到大城
市的优质教育”。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 日 益 增 长 ，教 育 、医
疗、养老等优质资源愈
发 成 为 吸 引 人 口 的

“利器”。仙居正以此
为基，解决这些关乎民
生的小事，提升公共服务
的“软”配套，同时更关注发
展的“硬”问题。

沿着 S28 台金高速仙居
出口一路向东，这片原本拥
挤、凌乱的城乡区块，如今已经是仙居未
来发展的核心区块，一天一个变化。“这
是仙居的‘未来城’，更是未来发展的动
力所在。”仙居县高铁新城开发指挥部总
指挥陈永其介绍，这里包含学校、医院、
全民活动中心等多个项目，也会有更多
新兴产业布局于此。

一大批立县兴县的大项目好项目，
在这里加快推进，让仙居的“365”计划
更具吸引力。“365”计划，即用3年时间，

吸引高层次人才、青年大
学生、山区群众、乡贤能人、

新产业工人和外来游客六大
群体来仙居就业创业和旅居定
居，新增主城区常住人口5万人
以上。

近年来，仙居积极抢抓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省级试点机遇，加
快仙居未来科创城建设，打造“现代化中
国山水画城市”。“高起点规划、高品质建
设、大力度聚人。”仙居县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仙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按照“人
产城”融合的定位，把山水元素、产业元
素、青年元素等一体规划进去，展现新城
品质，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更好地感受美
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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