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台“双箭系”输送带第二生产基地。（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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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 18 个工业大县和 18 个山区县，在一次特
殊考评后，拿到了一份成绩单：各县（市、区）较好完成了
联合体产业协作目标任务，2023 年度考核评价全部及
格。

这次考核，源自双方的一次联合：2023 年至 2025 年，
省财政厅每年安排 18 亿元，择优支持 18 个工业大县与 18
个山区县以产业协作为纽带，“一对一”自由组建联合体，在
做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蛋糕”的基础上，合力探索产业促
共富，提升山区县造血能力。

这一联合体充满想象。工业大县，无论是经济规模还
是产业基础，在全省县（市、区）中都是佼佼者；山区县，则是
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所在。

一年多的时间里，双方联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带来
了哪些变化？记者近日走访了这些结对县（市、区）。

看得到的产业项目在山区县落地生根，
看不到的理念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经过一年多的合作，张海感受很深。在
他看来，景宁、乐清两地合作是一个相互了
解和沉淀的过程，能主动承接产业外溢固然
很好，但更重要的是眼界的开拓和思路的
转变。

景宁曾对自身工业发展做过分析，67
家规上企业难以自成体系单独成链，重走兄
弟县市“一县一业或多业”的传统主导产业
链式之路，行不通了。

在和乐清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思路逐
渐打开。“不能局限于县域内的产业链发展，
而应积极参与以温州为核心的全省第三极
生态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分工。”张海
将此路径归结为，产业链协同、多元化方向、
错位式发展。

去年，乐清和景宁经信部门开办制造业
促共富研修班，组织了100名两地企业家和
涉工干部走访考察乐清产业发展现状，还邀
请了省级智能制造专家对两地企业开展集
中培训、现场教学，研讨、交流两地产业合作
的新模式新路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张海表示，
乐清的智能化生产车间，让他们看到了产业
发展的更多可能性，不少景宁企业当即表示
要对标学习。

这种发展落差的冲击感，激发出山区县
企业争上游的斗志。

前不久，遂昌县派驻在南湖区经信商务
局的挂职干部张洋收到了一张照片，图中是
一家企业新购入的高端设备。

原来，得益于南湖区和遂昌县的结对，
这家企业和南湖区多家产业链上的企业接
上了头。本来要自信满满为对方推荐自家
产品，经过测试后，却被一句“你们产品的雾
化及颗粒指标达不到要求”打了回去。“受
伤”后，这家企业暗下决心要把产品品质搞
上去，也就有了购买新设备之举。

某种程度上说，工业大县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理念和挺进产业链中高端的要求，也在

倒逼山区县企业加速跳出“舒适圈”，扩大
“朋友圈”，不断强化企业竞争力。

“工业大县是学习的榜样，也是山区县
借梯登高、走向外面的窗口。”和长兴打交道
一年多，常山县经信局产业投资科副科长吕
薇颇有心得。

长兴和常山，都和“矿”有着不解之缘。
去年以来，双方不断推动长兴浙宝钙业、浙
江钙科等优质钙类企业与常山石灰石采矿
企业互访、调研、洽谈。

不过，吕薇心里清楚，和长兴的合作并
非简单的落地产业，而是要借助长兴采矿企
业的“先走一步”——高新技术，来实现纳米
级钙的开发，不断提高产业发展层次。

不少山区县有同感。从产业基础看，山
区县多为传统产业，未来要想弯道超车，势
必要有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眼光和打算。

桐乡，在用自身特色为天台链接资源。
桐乡经信局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朱
杰云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筹办的 2024

“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数字共富专题
赛，今年就将在天台进行路演，将乌镇互联
网大会红利释放到山区县，帮助当地引进优
质项目。

得益于南湖基金小镇优势，一批基金募
投合作项目在遂昌开花结果。去年以来，南
湖区为遂昌企业搭建了投融资对接平台，遂
昌的宇恒电池、开利新能源等企业纷纷获得
了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有效激发了经济活力。

借助工业大县的资源和招商信息，越来
越多山区县可以踮起脚，为自己争取更多高
端要素。

比如嘉善与庆元签订了《嘉善—庆元
招商引才服务协议》，在共建交流平台、共
促项目合作、开展人才培训等方面开展全
方位合作；德清在产业精准招商地图系统
中开辟了缙云招商专区，实现一码双引、共
同招商⋯⋯

从产业出发，向着制造业高质量方向，
工业大县和山区县的结对合作仍在路上。
未来的空间，依旧充满想象。

跳出“舒适圈”扩大“朋友圈”

以结对的方式进行帮扶，浙江并不陌生。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通过产业帮扶，让山区县找到

自己发展的根。”省经信厅投资处一级调研员陈昌杰表示。
调研中，他们发现，山区县普遍反映以往的“产业飞地”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设在发达地区，难以给当地带来更大
的就业、消费以及观念转变、基础设施改善等综合效益。

“因此结对合作更加强调向山区县飞入，更加突出以产
业协作为纽带，这也是本轮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结对促共富
示范创建工作的生命力所在。”省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朱国
平表示。

在具体操作上，省经信厅明确定下六大赛道：产业项
目合作、深化产业链协作、产业有序转移、招商信息统筹
机制、数字化改造帮扶机制、要素互惠机制等。其中，产
业是重中之重。

让工业大县帮助山区县“造血”，并非“乱点鸳鸯谱”。
陈昌杰把这一过程比作“相亲”，不是强制任务，而是要双方
自由结合，确认过眼神。

比如南湖区和遂昌县，在得到消息后，双方很快结对成
功——在山海协作工程中，双方已经合作多年，有感情基
础；再如桐乡和天台，前者有合众新能源整车企业，后者有
银轮机械等众多汽车零部件企业，产业链上的互补空间，让
双方有了天然的吸引力。

“工业大县普遍存在资源要素不足的困境，对山区县来
说是一次机会。”义乌市经信局局长朱金弟以自身作比，作
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集聚了数万家各类小商品生产
和贸易企业，受制于日益高企的生产成本等因素，土地等资
源要素已无法满足企业自身发展需求。

此外，工业大县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也在寻找更好的项
目投资。比如南湖正深化基金招商，山区县的一些大项目、
好项目，也打开了他们投资的新视野。

事实上，山区县在高质量发展中，也面临不少瓶颈，急
需强有力的队友“拉一把”。

在众多山区县中，景宁有点特殊。作为浙江生态屏障
高地，景宁2018年才开始发展生态工业，起步较晚、基础薄
弱，正处于积极承接省内产业梯度转移的阶段。

与他们结对的工业大县乐清，具备“带飞”的实力。乐
清有国家级产业集群优势，主导产业中电气产业占规上工
业比重52.1%，已形成了完整的电气产业链。

景宁经济商务科技局副局长张海分析，目前景宁电气
产业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为 25%，如果能搭上乐清的快
车，对他们打造百亿级产业，大有裨益。

即便是一些有产业基础的山区县，也需要工业大县
助力。

天台，去年荣获浙江省山区 26 县首批“浙江制造天工
鼎”，当地还活跃着一批拥有特殊技艺和专长本领的企
业——拥有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48家，其中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上市企业有10家。

按道理，企业质量和发展基础不错，可要再上一个新台
阶，局限仍在：企业主要呈现为“小而精”，规上工业企业数
和规上产值占全市比重都在4.2%左右，且整体以传统产业
为主。

“我们希望多引入一些链主企业，来整合带动天台低散
供应链。”天台县经济信息化和商务局投资与科技创新科叶
伟康表示。事实上，在结对时，他们就瞄准了桐乡桐昆、合
众新能源等龙头企业。

正是基于这番现实考虑，在经过一番竞争性遴选后，去
年乐清和景宁、长兴和常山、桐乡和天台、义乌和莲都等18
个工业大县和 18 个山区县，组成了结对联合体，开始共同
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这张卷子上答题。

六大赛道帮山区县“造血”

一年多的时间不长，但近距离的审视和
了解，足够让联合体双方感慨：合作大有
空间。

去年来，桐乡推动天台县产业用布协会
与桐乡巨石、新凤鸣等企业产业链上下游深
入对接合作，为天台平桥镇每年近6000吨工
业用丝需求，谋划最优供应链。

在去年企业合作项目金额超1亿元的基
础上，近期，南湖和遂昌两地经信部门联合遂
昌经开区，组织了10家化工企业开展产业链
上下游洽谈对接会，预计合作项目金额超 10
亿元。

企业之间的频频走动，带来的是产业链
的紧密互动和产业的扎根落地。

橡塑制品是天台的产业之一，当地被誉
为中国“橡胶之乡”，但由于缺乏大项目和龙
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一直不温不火。来自
桐乡的“龙头企业”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
司，或将改变这一局面。

在天台的“双箭系”输送带第二生产基
地，记者看到机器设备已经到位。前不久，这
里刚完成1060万米产能试生产，预计今年将
全面投产，达产后可实现 6000 万米产能，带
动天台橡胶产业提能升级。

今年 5 月，最让丽水市莲都区经信局工
作人员开心的是，环龙新材料项目一期成功
实现竣工投产，整体项目达产后可以每年为
莲都贡献 15 亿元产值和 1 亿元利税。更重
要的是，该项目将填补莲都区在半导体新材
料产业领域的空白。

这一新兴产业项目落地生根，得益于和
义乌结对。考虑到义乌用地指标、能耗指标
等紧张，莲都区指标相对宽裕、政策优厚，在
对项目进行过可行性论证后，两地经信部门
一拍即合，推动了环龙、华统等有扩产需求的
义乌企业在莲都建厂，助力莲都新兴产业做
大做强。

对山区县来说，产业要形成集聚之势，还
要有能够承接产业发展的高能级平台。

可喜的是，一批产业合作园正在山区县
拔地而起。比如杭州市滨江区与泰顺县合力
打造滨泰共富数字经济产业园；嘉兴市南湖
区结合遂昌县竹产区特色，由两地合资共建
南湖遂昌竹产业共富产业园。截至今年 6
月，浙江已经实现 18 个结对联合体共建产
业合作园区全覆盖。

产业和平台的落地，不断激活山区县
发展工业的积极性。2023 年，18 个山区
县制造业投资额达到 675.9 亿元，占全省
比 重 从 2022 年 的 8.0% 提 高 到 了 2023 年
的 9.3%。

在帮助山区县夯实产业基础的同时，工
业大县也不忘提升当地的产业竞争力。走访
中，山区县企业最直接的获得感是数字化
帮扶。

“在没有增加设备和人员的前提下，我们
的 销 量 和 产 出 量 分 别 提 升 25.49% 和
111.3%，产品合格率从 65.2%提升到 99%以
上。”位于遂昌的浙江双彩新材料有限公司总
经理冯杰表示，得益于精益运营管理项目，企
业全环节实现了降本增效。

这一成果中，有南湖区的手笔。去年以
来，他们安排了专项资金，委托专业团队对遂
昌企业进行精益管理诊断。

截至上半年，遂昌已有40家企业完成诊
断，18家企业完成预诊断，其中10 家企业实
施了精益管理标杆建设项目。通过提高企业
管理水平，多家企业实现了营销额增长、利润
增长、成本降低、资金占用减少、运营周期缩
减、不良率降低等目标。

在不少山区县看来，无论是产业发展还
是数字化转型，工业大县都曾有过相似经历，
以“过来县”的经验开展帮扶，有针对性，也更
有发言权。

产业合作园区实现全覆盖

滨江区—泰顺县
萧山区—龙泉市
余杭区—柯城区
钱塘区—龙游县
龙湾区—苍南县
瑞安市—文成县
乐清市—景宁县
南湖区—遂昌县
嘉善县—庆元县

桐乡市—天台县
吴兴区—云和县
德清县—缙云县
长兴县—常山县
柯桥区—江山市
义乌市—莲都区
温岭市—三门县
临海市—衢江区
玉环市—仙居县

18个结对联合体
链接

浙江浙江1818个工业大县与个工业大县与1818个山区县一对一组建联合体个山区县一对一组建联合体，，合力探索产业促共富合力探索产业促共富

““相亲相亲””之后之后，，比翼齐飞比翼齐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亚丽郑亚丽

南湖区和遂昌县召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结对促共富示范创建推进会。

乐清和景宁组织开展高层次人才、企业研学交流。

景宁、乐清共建的产业合作园。
景宁融媒体中心 供图

（资料来源：2023年省经信厅发布的浙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结对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