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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余杭经济开发区（原杭州
钱江经济开发区）的智荟动力公园有一
个小山包，留下残缺的宕口和蓄满碧水
的矿坑，见证着獐山石矿120年的开采
历史。

2013年底，獐山石矿彻底关停，成
为当时总规划面积约57平方公里的仁
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版图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发展版图不断扩张，现在这片
废弃矿地已成为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已建成的核心区域，与余杭经济开发区
共同经历了十年精彩蝶变。

如今，余杭经济开发区已有大小企
业 3400 余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 315 家，规上工业企业 118 家。通过
产业培育，余杭经济开发区已集聚了南
方泵业、瑞银电子、华光新材、和顺科
技、卡涞科技、杭州比亚迪、吉利晶能微
电子等一批大中型产业头部企业，智能
制造以及新材料、新装备、新能源的“一
智三新”新型产业体系逐渐成形。

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大地海洋”）是余杭利用废弃矿
地发展“一智三新”新型产业的缩影。

走进大地海洋子公司浙江盛唐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盛唐环保”），只
见一台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
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在一条条拆解处
理流水线运行。“拆解处理设施‘吃’进
废物，‘吐’出效益。”盛唐环保相关负责
人说。

大地海洋将传统的废弃资源利用
行业与互联网等技术相结合，构建了数
字化、智能化的资源综合利用工厂。“我
们以‘前端收集一站式、循环利用一条
链、智慧监管一张网’为运营模式，以大
数据赋能‘电子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助
力‘无废城市’建设。”盛唐环保相关负
责人介绍。

“獐山石矿经过平整治理，变废为
宝，为招商引资注入新动能，废弃空间
重焕新生。像獐山废弃矿地利用的样
板，在余杭还有数例。”余杭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利用废弃空间，打造“一智三新”新产业

在建良渚三村村级留用地项目在建良渚三村村级留用地项目

中轴线核心区规划效果图

仁和净水厂项目建设现场

空间换地有四法

余杭：“旧空间”上激活“新动能”
通讯员 李 风 徐乐袆 本报记者 余 丽

深化“空间换地”模式，让杭州市余杭区又一次站到

了节约集约用地的风口。

近年来，余杭区持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塑造引领未来的新增长

极。面向未来，进一步放大创新资源集聚效应，加快完善现代化产业体

系，以人才创新塑造新质生产力，以数实融合增强产业竞争力，以产业平

台提升发展支撑力，以重大项目强化核心带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首选

地、未来产业引领地。

随着土地资源日趋紧缺，土地利用进入存量时代。如何推进空间高

效利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余杭给出答案：持续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不断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有效促进土地资源的集中利用、复合利

用、立体利用。

在城市中心的空间“留白”处，做好产城融合大文章；实施工业“上楼

下地”，打造立体空间；利用废弃矿地，建设产业新高地；整合村级留用地

零散空间，形成奔向共同富裕新模式⋯⋯初夏时节，我们走进余杭，探访

空间如何换地、又换来什么。

余杭城市新中心的中轴线，正在进
行一场史无前例的重塑。

一个城市中轴线的规划和建设，对
城市发展至关重要。那么，余杭这个正
在建设的杭州城市新中心，其城市中轴
线又如何规划？

从规划图上看，这是一条南至闲
林、北可延伸至良渚遗址公园的中轴
线，现实中已呈现出纷繁盛大的景象。
这里在保留绿植、碧水、高楼的同时，在

“留白”空间增添更多的公共服务设施，
塑造城市新形象、激发城市新活力、吸
引高端要素，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活
空间。

重塑的场景蓝图已然清晰、建设加
速推进。今年年初，随着国际体育中心
两馆标段开工、低碳国际社区地块成
交、杭州未来国际演艺中心（杭州音乐
厅、余杭大剧院）面向全球征集设计方

案，中轴线新姿渐露。
低碳国际社区，规划设计之初便定

位为城市滨水生活场景和活力街区，
“低碳、智慧、开放”是建设特征，未来这
里会是居住、休闲、运动、消费为一体的
生活片区。

杭州未来国际演艺中心（杭州音乐
厅、余杭大剧院），将以“一流建设标准”
吸引“世界级演艺水准”为目标打造，而
不远处的科技文化中心——国际体育
中心，将是顶级赛事、顶级演出和顶级
文化产业的集聚地。

一幅美好生活新画卷正在这片创业
创新的沃土展开。“杭州城市新中心核心
区（中轴线）通过建设一大批具有烟火气
的空间点位，让人们愿意搬过来、住下
来、留下来，享受到高端文化品质的生
活。”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下称“余杭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用好“留白”空间，描绘美好生活新画卷

走进良渚街道通运产业园，工地像
往常一样忙碌，厂房在不断长高。

面对土地要素的制约，余杭开始探
索“工业上楼”模式。简单说，就是让企
业在高层厂房中进行生产活动。

良渚重构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空间，
聚焦特色产业，启动9个工业用地有机
更新项目，其中“上楼”项目有 6 个，在
有限的土地上拓展出发展新空间。

良渚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实施有机更新前，良渚通运产业园原占
地面积 250 亩，入驻企业主要以加工
业、仓储等低端产业为主，厂房两至三
层，总建筑面积 11.3 万平方米，容积率
仅1.2，亩均税收约6万元。

“我们对良渚通运产业园实施了
有机更新、‘工业上楼’。”良渚新城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有机更新后，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194.3 亩，容积
率近 3.0，总建筑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米，地下
建 筑 面 积 22 万 平 方 米 。 项 目 将 于
2026 年上半年竣工，重点谋划布局生
命健康等未来产业，实现产业空间的

“腾笼换鸟”。

来到位于仁和街道的净水厂建设
工地，只见塔吊的手臂缓缓摆动，施工
人员正在距离地面 16 米的地下空间，
进行地下厂房的基础施工。

余杭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仁和净
水厂是余杭区水处理重点工程，从污水
处理厂“全地埋式+上盖公园”2.0 版，
升级为“全地埋式+上盖厂房”3.0 版模
式，是余杭探索土地复合利用的新模
式。

“该项目占地面积约 130 亩，总建
筑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
面积 8.66 万平方米，净水处理构筑物、
处理设备等集中布设在地下箱体内；地
上建筑面积24.4万平方米，将建设8幢
工业厂房及生产配套用房。”余杭环境

（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计
划2025年竣工，投入使用后，每天可处
理污水15万吨。

“该项目通过土地混合利用，将‘净
水+产业’功能紧凑地安排在同一区域
内，与同等规模的地上净水厂相比，可
节约土地67亩，体现了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余杭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发立体空间，实现工业“上楼下地”

杭州的村级留用地由来已久，已成
为丰富城市业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
独特空间。

余杭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村级
留用地是一种因征地引起的补充安置
途径，是指政府在征地达到一定数量
后，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在规
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核定一定
的面积规模，专项用于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的土地。

5 月 22 日，良渚街道小洋坝、勾
庄、长桥三村共同以留用地指标和资金

“入伙”的村级留用地项目开工，也是该
街道首块自主开发的“多村联合”村级
留用地项目。

该项目位于良渚街道运河村，总占
地面积约31亩，总建筑面积9.3万平方
米，项目包括 3 幢 15 层主楼等，总投资
约 5.5 亿元，主要用于商业、商务。目
前，项目已完成招商，计划于2026年建

成，预计今后每年可为 3 个村带来近
3000万元的租金收入。

为了留用地项目，小洋坝、勾庄、长
桥三个村联合成立了杭州三次元置业
有限公司。“村里召开股民大会对这个
项目进行表决，以 95%以上的高票通
过。”小洋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高忠强说，村民很支持这个项目，盼望
项目早日建成，为发展壮大村里的经济
实力，实现共同富裕打下更好的基础。

“从高效利用空间的角度看，如果
3 个村各自为阵、单独开发，项目的规
模、体量小，容积率不会高。”良渚街道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通过整合零散的
空间资源，联合开发村级留用地，项目
容积率将达到 3.0，实现了空间集约化
利用。

节约集约用地，共创美好未来。余
杭区深化“空间换地”模式，促进高质量
发展的文章仍在续写。

整合零散空间，实现村级留用地联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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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山石矿区域工业企业

（（本版图片由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提供本版图片由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