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7 日，浙江大学 2024 级本科生
开始报到，校园里热闹而有序。在志愿者
引导下，新生完成各项流程，即将开启大
学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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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8 月 17 日讯 （记者 祝梅 通讯员 裘云峰）
17日，2024年长三角绿色优质农产品推广周活动在杭州举办。

长三角绿色优质农产品推广周是长三角三省一市农业农
村部门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培育区域优势特色产业的重
要平台。本次活动以“绿色·共享·对接·协作”为主题，浙江、
安徽、江苏、上海的176家生产经营主体共带来近600款绿色
优质农产品，同场展示、集中推介。现场，不少杭州及周边地
区市民呼朋唤友组团前来“逛吃”选购。

近年来，浙江着力推动绿色优质农产品“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目前，全省有农产品地理标志154个，有

效期内绿色食品主体2386家、产品3318个，三年实现总量翻
一番，绿色食品主体数保持全国第三。

活动现场，浙江、安徽两省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签署《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合作协
议》，深化两地农业农村领域合作交流。根据协议，浙皖两省
将深化合作机制，共同打造跨区域农产品产销、美丽乡村风光
带建设、农业科技服务等合作平台，探索建设跨区域融合发展
片区，还将联手打造一批示范性强、带动效应明显的重大项
目，推进农业产业、乡村建设、农产品质量监测、动植物疫病防
控等信息共享。

2024年长三角绿色优质农产品推广周在杭启幕

呼朋唤友“逛吃”长三角

本报讯 （记者 杨振华 傅颖杰 共享联盟·磐安 张黎明
杨萤萍） 日均售出六七千帖，磐安县中医院今年新推出的“小
肚拜拜茶2.0”这段时间成了爆款茶饮。

“中国药材之乡”磐安有近 1800 年中药材种植历史，“浙
八味”道地药材中，五味在磐安。近年来，磐安依托千年药乡
资源禀赋，不断培育壮大中医药健康产业，获得省级支持成
为“一县一业”，持续推动中药历史经典产业在创新中振兴
发展。

紧跟时代潮流，紧贴年轻人喜好。磐安县中药产业发展
促进中心主任张红林介绍，近年来，磐安积极推动中药产业走
在“潮流前线”。针对美容养颜需求，创新研发“江南后”铁皮
石斛面膜、保湿喷雾、亮彩眼霜等一系列中药草本产品；面向

“吃货”喜好，开发黄精猪蹄、元胡鸡蛋、铁皮石斛酥等 180 余
道药膳，游客可以在全县1000余家酒店、农家乐品尝，也可以
购买预制药膳包自己制作。

记者了解到，磐安已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成立中医药科
研服务机构 7 家，助力当地中药产业走在科技前沿。省科技
厅明确的2024年度“尖兵领雁+X”研发攻关计划第一批项目
中，磐安申报的“冬虫夏草智能化培植关键技术研究”列入山
区26县高质量发展专项立项。

走进冬虫夏草智能化培植企业浙江大晟药业有限公
司，1 万平方米的净化生产车间内，一批蝙蝠蛾幼虫（冬虫
夏草的寄主）在培养土壤里蠕动，等待真菌侵入后变成

“草”。10 万平方米的生态繁育车间也在加紧建设，确保明
年底能够投产。大晟药业总经理曹剑告诉记者，车间模拟
青藏高原日照、气候等，借助国内外专家和科研人员的力
量，从土壤、温度、湿度等方面入手研究，逐个突破了技术
瓶颈。

“在车间科学培育出来的虫草，经检测在 SOD 酶、虫草
酸、腺苷等关键指标方面与野生虫草基本相当，重金属检测零
超标。”曹剑说，公司从 2008 年开始攻关冬虫夏草智能化培
植，历时16年，目前已实现从实验室成果到量产，今年预计产
值1亿元。

据悉，去年磐安中医药健康产业产值超 90 亿元，今年力
争达到 120 亿元。磐安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中药材是磐安
的最大优势，磐安将全力构建以种质种源为基础，以中药材
种植、道地药材流通、中药制造、中医药生活化为支撑的全生
命周期中医药康养体系，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价值链中
高端。

磐安中医药产业向新而行向高攀登

车间里头育虫草

本报杭州 8 月 17 日讯 （记者 郑亚丽
通讯员 陈夏彬 殷玉明） 记者 17 日从省
经信厅获悉，上半年，浙江新能源汽车及零
部 件 集 群 营 收 超 50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9%，今年有望成为继绿色石化、现代纺
织与服装、高端软件、智能物联之后第五个
迈上万亿级的集群。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集群是浙江重
点培育的 15 个特色产业集群之一。根
据“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总体部
署，浙江规划了杭州市钱塘区和宁波前
湾新区两个核心区，以及台州湾新区、
温州瑞安等 10 个协同区，形成省域梯度
布局和协同联动格局，加以政策配套扶
持 ，着 力 培 育 和 促 进 产 业 集 群 高 质 量
发展。

上半年，受汽车下乡政策、消费品以旧
换新政策、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探等影
响，汽车消费市场活力被充分激发，行业呈
现产销两旺现象。其中，浙江新能源汽车
产量达 35.9 万辆、同比增长 44%，完成销
售35.6万辆、同比增长48%。

重点企业表现可圈可点。上半年，造
车新势力零跑汽车交付 86696 辆，同比增
长 94.8%。重点车型表现亮眼，今年 3 月，
零跑汽车全域自研 LEAP3.0 技术架构下
的首款全球战略车型 C10 正式上市，销量
稳步提升，上半年交付 2.4 万辆。吉利银
河和极氪上半年交付均超 8 万辆，分别同
比增长742%和106%。

“今年以来，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持产
销两旺态势，主要得益于头部整车企业
不断推出有市场竞争力的新车型以及对
出口政策变化的有效应对。”省工信院
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宋婷分析，随着我
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突破 50%，产业
链发展机会将更大，浙江新能源汽车及
零 部 件 集 群 也 将 迎 来 更 广 阔 的 发 展
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新能源汽车及
零部件集群里，不光有以吉利等为代表
的整车企业，还有覆盖动力系统、底盘系
统、通用件等全产业链的汽车零部件，如
今正加快向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新模
块、新配件拓展。此外，重大项目也在为
集群发展积蓄能量。上半年，全省 647 个
总投资 10 亿元以上集群制造业重大项目
完成投资 1319.4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达 59.2%，其中就有不少涉及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项目。如长兴吉利高端纯电车型
总成部件项目整车厂区厂房，目前已经
完成扩建，生产设备完成调试，计划于 9
月底前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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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本报讯 （记者 徐惠文 王雨红 市委

报道组 刘维佳） 在平湖，“订制”职教生走
俏。不久前，21 岁的张凌浩被德西福格汽车
配件（平湖）有限公司“订制”后，从平湖技师
学院直接入企就业，月薪比一些同龄毕业生
高了不少。“很多课程由企业工程师直接教
授，毕业就能上岗，熟门熟路。”张凌浩说。

这背后，是平湖职业教育因势而动，不断
深化职校和企业“双元”育人模式。“现在，合
作范围从德资企业延伸至日资、民营企业，实
训基地也由校内不断向校外拓展。”平湖市人
力社保局副局长沈艳珺说。截至目前，平湖
全市 3 家职业学校已与 22 家企业签订长期
合作协议，并建起 10 多个不同类型、不同功
能、开放共享的实习实训基地。去年，平湖输

送“订单班”毕业生 300 余名，企业直接签约
率达93.8%，专业对口率达99.2%。

作为全省高质量外资集聚地之一，平湖
相继建立中日、中德等多个国际产业园区，落
户的世界 500 强企业有 50 多家。县域产业
国际化的同时，技术人才却断档严重。

2015年，“德西福格班”应运而生。这是
嘉兴范围内首次探索“双元制”职教班，由德
西福格汽车配件（平湖）有限公司和平湖技师
学院携手打造。不同于以往校企合作的“你
培养，我接收”模式，“双元制”职教班由双方
共同设置专业、共建课程体系、共同招工招
生、共组师资队伍、共同实施教学、共同考核
评价。

走进德西福格，占地 500 平方米的培训

中心内，一台台进口机械设备前，来自平湖技
师学院的学生身着工作服，全神贯注进行实
践演练，不时翻动厚厚的工具书。“培训中心
配备了 4 名企业专职导师，设备与车间内一
致，确保培养出‘适用’的技能型人才。”德西
福格相关负责人说。现在，企业车间六分之
一的技术工人来自“订单班”。

如今，这样的校企合作已在平湖蔚然成
风，职业教育与当地产业似齿轮般咬合共
进。各所职校先后与相关企业对接开设汽
修、现代物流、服装设计与工艺等“订单班”，
项目落地更加安心。

在专业设置上，平湖也有的放矢。平湖
市教育局局长徐立介绍，为了让辖区内职业
学校错位、特色发展，平湖一方面淘汰不符合
产业发展方向、重复率高的专业，另一方面集
中资源办强学校主干专业。如今，平湖年均
专业更新率为 2 至 3 个，共面向重点产业开

设专业 49 个，年产值达 50 亿元的产业都能
在本地找到相应专业。

为推动职业教育更加国际化、高端化，平
湖投资3亿元为平湖技师学院打造了国家级
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并建立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合作联盟，引进德国手工业协会、
德未特国际教育集团、德国 ITS 国际培训集
团等，通过中德合作办学，培养通过欧盟职业
资格认证的高素质化工技能人才。

引进来，更要走出去。平湖职业中专早
就瞄准日资企业先后落地的契机，开设了首
个商务日语专业，并开拓出国留学这条职教
路径。现在，该校已签约国际合作办学项目
7 个，涉及日本、德国、泰国等国家，涵盖商务
日语、会计等多个专业。

接下来，平湖将鼓励职校对接外资企业
总部，让更多平湖职教学子走出国门实习
锻炼。

校企合作促进职业教育与重点产业融合共进

平湖“订单班”供需两旺

台州，吃改革饭长大，骨子里流淌着改革
求变的血液。

诞生全国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出台全
国首个县级党委、政府扶持股份合作制的红
头文件，敲响浙江集体企业拍卖改制第一槌，
开创中国民营企业制造轿车先河，建成投运
全国首条民营控股的杭台高铁⋯⋯改革开放
以来，特别是撤地设市 30 年来，台州以改革
破局，向改革要生产力，克服资源匮乏、地理
不便、基础设施薄弱等掣肘，从一个农业地区
一跃成为长三角先进制造基地，成为中国民
营经济的风向标城市之一。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台州接续垦荒再
出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聚焦“三高三新”
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高能级城市、促
进高水平共富，重塑台州制胜未来的新动能、
新格局、新优势，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再创
新辉煌、再上新台阶。

产业之变
民营为本，产业向新迭代

台 州 是 中 国 民 营 经 济 发 祥 地 之 一 。
2002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赋
予 台 州“ 再 创 民 营 经 济 新 辉 煌 ”的 时 代
命题。

近年来，台州旗帜鲜明扛起“民营经济看
台州”大旗，持续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实践中形成了“金融畅血脉”“企业争上市”

“政府当小二”等具有全国影响力和辨识度的

标识，被评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城市、中
国民营经济最具影响力城市。

制造业是台州民营经济的主力军。台州
坚守实体经济，做强科技创新这一引擎，推动
产业向新迭代，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
制造之都，为争创民营经济示范城市打下坚
实的产业基础。

不久前公布的 2024 年中国百强产业集
群榜单中，台州的精密制造产业集群、新能源
产业集群、新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入选，入选数
量并列全省第一。

机床装备，被称作工业母机、“制器之
器”。台州拥有 2000 多家机床装备企业，涌
现出海德曼、东部数控、北平机床等一批知名
的民营机床企业，其中经济型数控机床产量
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2023 年 7 月，11 家民营企业参与共建
的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在台
州揭牌成立，成为全省十大技术创新中心
之一，推动台州机床装备产业加快迈向中
高端。

“原来卷价格，现在卷技术、卷创新。”参
与共建的台州市东部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小刚说，他们每年都要投入3000多万元
用于产品研发。

目前，以台州为核心的浙东工业母机集
群，正争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改革，既要“有中出新”，更要“无中生
有”。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台州加
快布局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
近年来，台州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及零

部件、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
医药健康、低空经济等六大未来产业，数字经
济、新能源、高端装备、人工智能、节能环保等
新兴产业引领特征明显。“无中生有”建设浙
东南智算中心，发展智算经济，一年来吸引
17家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前来设立公司。

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政府的积
极“有为”。台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连续 4
年“新春第一会”以优化营商环境破题，实施
十大标志性工程，推进19项营商环境专项行
动，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台州已
形成百亿级县域产业集群27个、国家级产业
基地70个，拥有制造业企业8.4万家、规上企
业5647家、上市公司73家。

开放之变
向海图强，重塑发展格局

台州，依海而生，向海而兴。
建设现代化港口大城市，大力建设海上

台州，建设“山海水城、和合圣地、制造之都”，
打造一流临港产业带⋯⋯台州历届党委、政
府描绘的发展蓝图里，拥湾发展、向海图强，
是其中一个不变的主题。

近年来，台州以主动开放、拥抱世界的姿
态融入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时代大潮，加快高
水平建设“双循环”节点城市，以大平台拓展
开放战略版图、重塑发展格局。

台州海岸线上，273 公里长的浙江·台州
1 号公路蜿蜒伸展。台州沿海布局新能源、
新材料、新医药建康、未来汽车、精密制造等
五大产业城，通过1号公路串联，在空间上对
台州的产业体系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重
塑，打造一流的临港产业带。

目前，台州已成功创建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浙江
自贸试验区台州联动创新区、RCEP 高水平
开放合作示范区等五大高能级开放平台，在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深度融入“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在浙江方林汽车城，一辆辆二手车通过
海外仓中转，卖到世界各地；在头门港区，中
欧班列（台州）定期将一车车“台州制造”销往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大麦屿港区，来自堪
察加半岛附近海域的帝王蟹以及新西兰的猕
猴桃、智利的车厘子等进境农产品，由此上岸
登上市民餐桌⋯⋯

台州建设“海陆空”通道，加快融入国际
大循环，推动“台州货、台州集、台州出”；迭代
实施“五个自由”100项改革举措，实现投资、
贸易、金融与国际规则更高水平接轨，以改革
保障高水平开放，持续做大“海外朋友圈”。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台州跨境电商出口
同比增长 193%，其中二手车出口金额同比
增长 344.73%，位居全省第一。台州港货物
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增速均位居全省沿海
港口第一。

（下转第二版）

重塑制胜未来的新动能新格局新优势

台州以改革引领城市蝶变
本报记者 吾 维 陈久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