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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初心，是
开创未来的使命。嵊州正致力于不断丰富、深化参与长三角公共
服务一体化共享内容。

强化数字赋能，优化政务服务。去年，嵊州融合一体化智能化公
共数据平台数据与档案数据，打造了“个人全生命周期档案”综合智治
应用。该应用破解了公共数据多源头、不一致、不完整、不合规等问
题，推动了政务服务的全面升级，实现了人才服务、社会服务、法制服
务、金融服务、科创服务、招商服务、企业管家等多领域的全面增值。

作为全国首个公共数据与档案数据相结合的数据治理探索项
目，嵊州组建专家“智库”，围绕基础理论、法规依据、实践经验等方
面开展研讨，制定出台了《基于个人全生命周期数据档案化治理通
用功能技术规范》团体规范标准，推动实现省、市、县、乡镇四级数
据档案化治理协同，形成了一批可供全省及长三角地区推广使用
的理论成果及数据治理算法和模型。

在推进共同富裕上先行示范，是党中央赋予长三角的重要使命。
近年来，嵊州发挥自身优势，健全小吃助富多跨联动机制。在

域内，于甘霖镇、黄泽镇等乡镇（街道）规划建设了小吃产业园；在
域外，嵊州市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杭州、青田等地已主导建成
嵊州小吃旗舰店 9 家，大型私企旗舰店也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
不断涌现。

据估算，目前嵊州小吃在全国范围内共有门店3万余家，带动
8万余人就业。

未来，嵊州计划培育小吃龙头生产企业和小吃品牌门店连锁
企业，形成上下游双轮驱动体系，在支持上游生产企业扩大规模的
同时，引进和培育小吃企业在下游消费端打造自主品牌门店体系，
结合越剧文化等嵊州特色元素开设嵊州小吃品牌直营店、加盟店，
培育全国知名连锁品牌企业。

长三角不仅是区域概念，也是文化概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
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融杭联甬接沪进程中，深厚的文化积淀是
嵊州的主要优势之一。

千百年来，在清丽山水和人文浸润之下，嵊州形成了以“万年
文化小黄山、千年剡溪唐诗路、百年越剧诞生地、两圣一祖归隐处”
为主要地域标识的璀璨文化。

近几年，嵊州文化传承深入推进，获评中国文旅融合创新典范城
市，省级越剧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成功创建，嵊州竹编成功入选2022
年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省文化和旅游厅第一批省级非遗工坊，嵊
州市（小黄山遗址）纳入“上山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员单位。

越剧发源于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在
越剧的传承与发展进程中，长三角的各大越剧团体、民间爱好者发
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举办两届嵊州“村越”好声音、《越剧特
别季》，办好中国越剧艺术节、中国民间越剧节、全国越剧戏迷大
会，推进越剧团、越剧艺校合作联动，嵊州以越剧为媒，打造了文旅
融合发展金名片。

未来，嵊州将与沪、杭、甬共建旅游要素，共享旅游资源，做精做实
“越剧+”“书法+”“围棋+”“小吃+”等传统文化。依托秀丽的山水风
光，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发展全域旅游，打响“唐诗路、越剧缘、
书圣情”旅游品牌，全面营造长三角“诗画嵊州”最佳旅游目的地。

问效于民
跨区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

经济发展是“大合唱”，而不是“独角戏”。
加强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跨区域协

同，是嵊州融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关键。

嵊州通过深入实施“4173”产业集群
培育行动，立足嵊州经济开发区（高新园
区），奋力推进融杭联甬接沪产业协作，打
造厨具智慧产业园、艇湖新兴产业园、联甬
产业园、新能源装备“万亩千亿”新产业平
台，全力加快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智能家
居、高端装备、现代纺织、新材料、生命健
康、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7 个新兴产业集群
培育。

作为长三角开发区协同发展联盟理事
会成员，嵊州经济开发区（高新园区）2023
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
资产投资分别实现 440.5 亿元、102 亿元、
79.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5% 、15.3% 、
11.5%；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27 个，总投资
247 亿元，其中 50 亿元以上、20 亿元—50
亿元、10亿元—20亿元项目分别为2个、1
个、5个。

近年来，嵊州锚定新能源装备“万亩千
亿”新产业平台创建目标，系统推进创新
侧、制造侧、应用侧协同发展。

“该平台以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为核
心，以氢能装备、数字能源装备、清洁能源
装备为支撑产业脉络，同时拓展新能源研
发和应用产业链环节，形成‘一核主导、三
链支撑、两端延伸’的新能源装备‘万亩千
亿’产业体系。”嵊州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
说。

大平台承载大产业、集聚大资源、带动
大发展。平台相继引进了比亚迪、海威汽
车等重大产业项目，现已集聚新能源装备
产业相关项目 25 个，总投资达 600 亿元，
累计已入驻隐形冠军和“小巨人”企业 19
家，聚集新能源装备规上企业 92 家，平台

产值规模已超300亿元。
嵊州经济开发区（高新园区）的浙江海

威汽车零件有限公司，系宁波海威汽车零
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主要生产新能
源汽车车身结构件及各种铝合金零部件，
已和多家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建立起合作
关系。今年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 116%，
新投资 50 亿元的年产 480 万套新能源汽
车车身结构件项目已动工建设，达产后预
计年产值50亿元。

作为比亚迪在浙布局的首个新能源动
力电池项目落户地，2022 年 6 月嵊州比亚
迪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一期项目正式
通线，2023 年度完成产值、销售“双超百
亿”，目前二期投资约60亿元，达产后预计
年产值100亿元。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平台已在电池装
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细分领域初步形
成产业发展集群，基本形成了从原料供应
到技术研发再到生产制造的全流程产业链
条，在全省范围内取得了显著的比较优势。

为了支撑后续发展，平台还引
进了西安交通大学长三角新能
源产教融合研究院（嵊州），嵊
州市科技创业中心创建成为
国 家 级 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器
等。今年 4 月，同济大学
与嵊州共建的新能源汽
车创新平台正式落地，为
深化校地合作、加速项目
落户、推动产学研联动提供
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嵊新新能源装备“万亩千
亿”新产业平台，既符合产业转型
的总体导向，又符合绿色低碳的新
发展理念，为全省加快建设“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强化要素引力、加快打造
碳中和碳达峰标志性成果注入澎湃动能。

业兴于新
跨区域产业和科技深度融合

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融入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让嵊州释放出越来越多
的发展潜能。

嵊州，位于杭、甬、温、金义四大都市圈
十字中心节点，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带，
是贯通浙东沿海与中西部内陆腹地的必经
之地、中心节点，也是融杭联甬接沪绕不开
的枢纽点。

处于甬金—杭绍台两条铁路十字交叉
点，常台高速、甬金高速、杭绍台高速三大
高速网交汇处，嵊州承接全省“四港”核心
港区口岸系统功能延伸的地理和交通优势
十分明显，具有“四港”联动枢纽节点城市
的独特区位优势。

所谓的“四港”联动，指的就是“着力推
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
通”，是突出扩内需、畅通双循环，加快探索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如何利用这一区位优势，把握长三角
一体化战略机遇，成为长三角地区合格的

“桥梁”和“纽带”？
嵊州的部署早已开始。嵊州

市委、市政府在“十四五”规划
中，就明确将“畅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打造‘四港’联动枢纽
节点城市”列入战略重点

工作，并在 2021 年先行制定了《嵊州市建
设“四港”联动枢纽节点城市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入选全省第一批“四港”联动示范县

（市、区）创建名单，在全省“四港”联动县域
发展政策谋划处于领先位置。

随着绍兴港嵊州港区中心作业区三界
码头于去年 6 月试运行，这座嵊州首座现
代化货运码头，填上了“四港”联动最后一
块水运“拼图”，实现了千吨船舶直达剡溪。

嵊州陆港交通建设也如火如荼。目
前，除了甬金铁路—杭绍台两条铁路“一纵
一横”和常台高速、甬金高速、杭绍台高速
三大高速网已形成外，嵊州新昌站已建成
运营，嵊州西站也即将建成运营，嵊州已正
式迈入“高铁时代”。

空港方面，萧山国际机场嵊州航站楼
2022年底正式启用，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信息查询、值机办理、行李托运等“一
站式”航空服务。

信息港方面，嵊州已率先应用物流云
平台，实现企业云上订仓业务，并通过积极
推广“乡村云”等农村物流网络平台，建成
更加完善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更好地解决
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短板，打通“四港”
联动的内循环。

今年，嵊州将加快研究推进诸嵊高速
建设，完善城市东西向路网、扩宽义甬舟大
通道，加快“融杭”进程；研究推进余慈高

速南延至嵊州段建设，破解四明山天然
阻隔难题，打造甬绍都市圈大环线，加

快推进 312 省道建设，拓宽嵊新至
宁波通道，加快“联甬”步伐。

畅达于行
跨区域重要通道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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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刀片电池项目

嵊州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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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楫长三角 谱写“富乐之城”新篇章
葛雪琪 袁涌惠

作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重要交汇点，长三角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

地位。

近年来，绍兴嵊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从基础设施到公共服务，从产业

集聚到创新协同，嵊州积极发挥融杭联甬接沪区位优势，助推现代化城市能级城市品质双提升。

“十四五”以来，嵊州规上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6.4%、14.1%、21.3%，明显高于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1.2%）。

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入“第二个五年”，嵊州融入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协奏曲越奏越响。

嵊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