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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大溪镇：向新而行，百亿强镇再出发
赵 静 杨 鹏

（图片由温岭市箬横镇提供）（图片由温岭市箬横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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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镇塔岙工业园

岭德重工新厂房

台州温岭市大溪镇 104 国道两侧，大
小泵企林立。大溪镇是浙江省“百亿级”
工业强镇，这里诞生了全国最大的泵与电
机产业集群。

如何让“中国水泵之乡”的荣光更加
耀眼？近年来，以工业立镇的大溪坚持走

“高质量打造‘中国泵谷’、高水平培育省
小城市、高能级建设新城一体”发展之路，
坚持放大特色、塑造优势，推动人产城融
合，向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小城市奋斗目
标扎实迈进。

创新提质
产业集群向新而行

“今年1月至7月，产值超1.2亿元，同
比增长了52%。”近日，陆霸机电负责人陈
剑利传来喜讯，“关键在于我们的太阳能
深井泵扬程突破了 1000 米，转速能稳定
在6000转，这在全球都是少见的。”

陈剑利 2015 年进入泵与电机行业
时，传统赛道面临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局
面。他选择新能源泵赛道，自主研发创新
突围，经过 4 年的攻坚，产品精准弥补市
场空白，远销泰国、巴西、阿富汗等地，广
受好评。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产业新优
势，早已成为广泛共识。佳迪泵业开发了
外径仅 50 毫米的小体积潜水螺杆泵，填
补国际市场空白，迎来了爆发增长期；爱
科赛智能科技专注智能传感与驱控领域
关键技术研发，服务上游泵企，产值逐年
翻番。

冷静布局，耐得住寂寞，又舍得投入
技术积累。有这样一支高水平创新型人
才和企业家队伍，大溪的明天令人充满期
待。

政府侧也在同步发力。为补齐泵与
电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研
发不足等短板，大溪镇充分发挥人才创新
平台的资源整合优势，通过扶持机电工程
师协同创新中心与国内电机、流体学科排
名前列的清华大学、江苏大学等共建联合
研究院，助推特色产业“强筋壮骨”。据统
计，已累计服务产业集群企业超 2000 家，
累计攻关共性技术难题 18 个，解决企业
个性化需求 370 个，转化技术成果 31 项，
直接或间接产生经济效益达 8 亿元，有效
助推当地特色产业整体提升。

大溪的泵企，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
的检测服务。在国家级水泵产品质检中
心有 23 个高端实验室，检测能力
覆盖 95%以上的水泵产品、
89% 的 水 泵 主 要 配 套 产
品，逐步形成“检测—研
发—产业化”的服务链，
2023 年累计服务企业
达3820家次。

另外，泵业智造千
亩产业园建设进入出
让前期阶段，科创孵化
园、青霄科技工业“标准
地”开工建设，温州大学未
来光电团队加盟本土智能科
技项目⋯⋯以平台聚人，能级
不断提升。

在形式多样的技术帮扶下，泵与电机
产业集群向新向好。去年，大溪镇新增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 家、高新技
术企业 20 家，新增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 1
家、创新型企业33家、科技型企业78家。

盘活低效用地
腾出发展新空间

总概算约 1.5 亿元、用地面积 1.8 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 4.8 万平方米的照洋区块
低效工业用地改造一期项目投入使用；总

投资约 1.4 亿元、用地面积 1.7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4.9 万平方米的前瓦屿区块低

效工业用地改造项目迎来企业入
驻⋯⋯大溪镇低效工业用地

改造工作紧锣密鼓地向前
推进。

一边是大溪镇工业
点建设时间久远，存在
着低效、无序、粗放发
展问题；一边是开发建
设用地“寸土寸金”，大
项 目 、好 项 目“ 落 地

难”。低效工业用地改造
是 温 岭 实 现“ 工 业 强 市 向

2000亿元奋进”的关键一招。
今年初，温岭市委、市政府

发出“攻坚令”，力争用3至5年
时间，实现工业用地容积率、规上工业总
产值“翻一番”，再造一个温岭工业。大溪
镇趁势而上，扬起“实干之帆”，对口选派
经验丰富、业务过硬的干部到一线组团攻
坚，以老旧厂区改造为突破口，聚焦土地
低效、无序、粗放发展痛点，向存量要增
量、向土地要效益，全力保障实体经济发
展空间。

在改造过程中，大溪镇上下求索解难
题，因地制宜，创新推出“国企主导改”“企
业联合改”“飞地抱团改”“镇村合作改”等
多元化改造模式。

“在激发民营企业改造积极性方面，
我们主动做好政策保障、资金奖补、过渡
厂房安置，确保企业‘愿改尽改’；在村集
体利益方面，通过厂房置换、合作共建、售
后返租等形式充分保障村集体利益只增
不减。”大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郑亮说。

2013 年以来，大溪镇累计拆除各类
违法建筑 1.3 万余宗，总面积达 1100 万平
方米，改造老旧工业点 43 个，腾出发展空
间 4000 多亩。今年，将继续抓好老 104
国道两侧东桥—殿下、双塘、山市、白塔等
6个区块的低效用地改造提升。

老旧工业点涅槃，能否引来新兴活水
是关键。近 5 年来，大溪镇招引亿元以上
产业项目 26 个，吸引吉光光电、永毓科技
等企业“拎包入住”，成功落地激光农业领
域顶尖人才项目和 10 亿元的古茗研发总
部项目，带动了全产业链发展。

城镇美丽蝶变
让幸福生活可感可及
日前，省中心镇发展改革和小城市培

育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 2022 年度省
级小城市培育试点考核结果，大溪镇考核
优秀。

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小城市培育是
个综合性命题，不仅考量产业发展，更要
从设施优化、服务提质、生态改善、机制创
新等多维度考量。”郑亮说。

很明显，大溪镇在向前进位。大学刚
毕业的林琳对此感受格外明显，“村容村
貌像一键‘美颜’了，村党群服务中心服务
覆盖更广，休闲娱乐设施遍地开花，‘一老
一小’场所更加健全，交通也更便捷了，生
活变得更顺心了。”

休闲设施不断优化。大溪镇相公渭
村，建起一座张拉膜钢结构的气排球馆，
每天人气爆满。几公里之外的金岙村，一
座1600多平方米的体育中心呼之欲出。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今年初“两高”
温岭联络线贯通，温玉铁路、甬台温高速
改扩建大溪段开工建设，华盛路北延下陈
隧道开工，方山大道基本建成，环城北路
东延段建设全速推进。

教育质量快步提升。大溪镇完成温
岭市首例幼儿园“民转公”，新增公办幼儿
园学位 540 个，方山小学获评省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大溪中学被认定为省现代化学
校。

治理水平扎实提升。大溪镇“141”基
层治理体系迭代升级，“大综合一体化”改
革有力推进，创成全国农村幸福社区建设
示范单位、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
点单位、省“枫桥式人民法庭”、省规范化
数字档案室、省五星级乡镇食安办、省放
心农贸市场。

在大溪镇，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让人感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便捷与温情触手
可及。

大溪新貌 徐伟杰 摄大溪新貌 徐伟杰 摄

生产车间

温岭箬横镇：农业强镇的工业嬗变之路
赵 静 江文辉

水草丰美，沃土连绵，台州温岭市箬
横镇素有“温岭粮仓”之称，粮食播种面积
年均超7万亩，占全市的三分之一。

不熟悉情况的人，往往以为箬横镇就
是个农业镇，但其实“工业箬横”正在突围
崛起。把工业做强、把农业做优、把城乡
做旺，该镇主动融入“两城两湖”，锚定“四
城”格局，工业农业双轮驱动，探索一条现
代化箬横的“康庄大道”。

发力
工业向新“换挡”

岭德重工靠一把破碎锤，“砸”出一片天
地，旗下产品“强冲击大吨位液压破碎装置”
被认定为浙江省首台（套）装备。如今，岭德
重工和国内另外两家企业的销售额加起来，
占了国内市场近 85%的份额。而 10 多年
前，该市场还被日韩德等国垄断生产。

奥利达气动曾因缺乏核心技术而遭
到国外巨头打压，后靠自我研发破局，近
些年获得的专利超过 100 项。其自我研
制的高效无油空压机，两年时间内跻身市
场前列。

新时期，产业转型迫在眉睫。岭德重
工和奥利达气动这两家企业颇为相似的境
遇，无一不在诉说着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箬横镇辖区内共有大小企业 2000 余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8 家，形成了以汽

摩配件、机电、草编、石雕等行业为主体的
区域性支柱产业体系。近年来，箬横镇集
成发力，从工业平台持续夯实、加速老旧
工业园区改造、打造科创强磁场等方面强
化产业支撑，让企业能放开手脚谋创新谋
发展。

据悉，水岸老旧工业点改造项目涉及
村留地区块企业已全部拆除完毕。东浦
泵与机电智造产业园 A 区块已竣工。高
端装备智造园一期完成了主体结构建设。
二期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的箬臻壹号产
业园进入了厂房定制预定报名阶段。

“腾笼换鸟”的关键在于“鸟”。“泵与
机电智造产业园已招引企业 26 家，其中
不乏行业中的佼佼者，例如，台州市品力
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电机、汽摩配精密压铸
智造项目总投资 1 亿元，投产后年产值 3
亿元。”箬横镇副镇长徐海君介绍。

万名干部助万企，政府搭桥，向高校
借智。助企专员对接高校资源帮助带动
发展新质生产力，温岭艾斯达特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与西安交大完成项目合作，实
现产研高效转化。箬横镇还邀请浙工大
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深入重点企业，有效解
决企业生产研发难题。

“我们还引入浙江掌森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建设新业态人才孵化基地及直播共
富工坊项目，做好产业发展配套。”箬横镇
发展服务办负责人林振辉说。

提质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走进箬横镇的田间地头，发现这里的
农业生产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差
事，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
人”玩转智慧种养，撑起乡村振兴新希望。

新品种打开新市场。
在位于东浦农场的玉麒麟家庭农场，

有一款会“荡秋千”的小西瓜。“这个叫起
垄吊蔓高密度栽培模式。”负责人陈晓钱
介绍，农场与院士工作站等开展合作，镇
党员志愿者、农村指导员定期进棚调研指
导，在淘汰了几十个品种后，终于培育出
了“21118”小西瓜品种，小巧玲珑且口感
极佳，深受香港等地的消费者欢迎。

“零售价能卖到每斤 10 元以上，依托
共富工坊等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刚种下就
100%被预定。”陈晓钱笑着说。

新技术打开新空间。
在 温 岭 市 箬 横 镇 新 基 村 ，总 投 资

1300 余万元的蘑菇基地采用三次发酵技
术，融合数字化技术，实现工厂化种蘑菇，
日均产量达 3.3 吨，是传统大棚种植效率
的 8 倍多。而产生的基质废土又成为果
蔬类经济农作物的生态肥料。新基村还
创建“蘑菇共富工坊”，带动更多传统种植
户走上转型之路。

温岭市红日供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
福初，引进国内领先的蔬菜精深加工流水
线，以转型预制菜的方式解决了西蓝花等
蔬菜的销路问题，打造“红日巾帼共富工
坊”，改变“农民看天吃饭”的窘境。

最近，蔬菜加工厂再次破圈，竞逐养
生“小甜品”新赛道，效益喜人。“新研制的
食用菌甜品罐头一上市，就供不应求。”看
到采购商王先生再一次回购 3000 多罐，
江福初满心欢喜。

农业生产的工具也在不断迭代。早
在 2017 年，箬横镇就创建为浙江省首批
农业“机器换人”示范镇。水稻从育苗到
丰收入仓，可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插秧神
器”钵苗移栽机，一台能抵70个人工。

嬗变
打开幸福城镇新貌

8 月 13 日，箬横镇庄联村的莫先生

喜提“江南春晓”公寓式安置新房。而在
此之前，团结村共有 171 户群众抽选到
312 套新房，圆了宜居梦，也使该镇“南域
新城”标志性未来社区建设更进一步。

“我们立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结合
‘产城人’融合发展理念，不断描绘出‘南
域新城、北域工城、老街福城、百村融城’

‘四城’融合的魅力新图景。”箬横镇党委
书记张颖说。

以“保民生，利项目”为目
标，箬横镇原有城镇扩展边
界再优化。“飞地”模式下
的荣盛佳苑一期、异地
安置模式下的晶熙苑、
致新苑、鼎兴苑等生活
小区已实现交房入住；

“1+X”模式下的团结村
旧村改造项目进入验收
阶段⋯⋯该镇逐步探索出
工业向园区集聚、村庄向集
镇集合、农业向连片集中的发
展新路子。

距甬莞高速温岭东出入口
1.5 公里处，鼎兴苑生活小区层叠有序，一
派简欧风格。“这里居住空间好、采光也
好，关键是小区内的配套游乐设施也多，
住着很舒心。”刚入住小半年的村民林贤
正话里话外洋溢着喜悦。

不仅外在“颜值”高，还需内涵“气质”
佳。2021 年以来，箬横镇连续两年被评
为“平安台州突出贡献单位”，消防安全目
标责任制考核连续两年优秀。这些成绩
的取得，有赖于箬横镇乡村建设形成的

“一心六站百网格”社会治理工作格局。
走进箬横镇社会治理中心，在监控系

统的大屏幕上，各村的安全情况赫然在
列。“我们给镇里所有村子的独居老

人家中安装了烟感火警，同时
在高空中安装了监控摄像

头，对镇里的房屋及四周
的山林实时监控，一旦
发现冒烟之类的疑似火
警，系统第一时间就发
出警报，以便中心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箬横镇
村镇建设办负责人江云

波介绍。
文 艺 味 ，让 城 镇 更 和

美。在各村文化礼堂，村晚，乡
村艺校、乡村体校培训班，箬横
镇第一届“岭德杯”村 BA，各

种各样的活动让人眼花缭乱。茶余饭后，
90 后小林经常组织大家伙儿往文化礼堂
转。她们在乡村艺校免费学吉他、非洲
鼓、书法、绘画等，小林说：“这是属于城镇
的‘小确幸’，生活在这里很幸福。”

水稻钵苗插秧

（图片由温岭市大溪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