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堆堆建筑装修垃圾在这里获得新
生，蜕变为一块块砌墙用的砖。在桐乡市
河山镇的同德墙体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同德公司”），“吃”进的是建筑装修
垃圾，“吐”出的是新型建材。

同德公司设有垃圾分类、破碎、制砖、
墙板自动化生产线。在垃圾分类车间堆放
着从全市 11 个镇（街道）运来的建筑装修
垃圾。这些垃圾经过下料、机器撕碎、机器
自动化分类、人工复拣、多次机器破碎等工
序，形成细碎再生原材料，按比例加入水泥
浆，通过机械制砖、产品养护后出厂。

同德公司投资建厂的土地上原来是当
地一家传统砖瓦厂，后逐步关停。近年来，
同德公司利用原有的 81.5 亩工业用地，进
行技改提升，新增建筑面积 6.2 万平方米，
容积率显著提高，通过建筑装修垃圾的回
收再制造生产新型建材。

对于生产新型墙体材料、“零土地”技
改的好项目，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积极支
持。“我们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上门与同德
公司对接，主动靠前服务。同时，鼓励同德
公司项目充分利用存量土地改造提升，对

提升容积率部分不再增收土地价款，降低
企业改造的用地成本。”桐乡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说，“同德公司本次技改
容积率从0.84提升到了2.0以上。”

为加快同德项目落地，针对一般工业
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桐乡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实行“承诺制”，即在符合设计
规范的前提下，以企业承诺代替方案论证
会，允许先行核发规划许可，以最快速度保
障项目审批。“仅这一审批事项比过去的

‘先审图、再审批’程序，时间就可节约一个
月以上。”桐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目前，同德公司已形成年消纳建筑垃
圾 60 万吨及年产 16000 万块标砖新型墙
体材料的生产规模，建筑装修垃圾的利用
率达到 95%。公司因“建筑固废高效利用

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获得
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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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第一批“全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
业规范企业”；生产的产品获“嘉兴名牌产
品”。

“建筑垃圾处理行业将进入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前景广阔，我看好这个‘节能、减
污、降碳’行业。”该公司负责人沈林昌说，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投资 8600 万元。最
多每天可处理 1000 吨装修垃圾，生产 50
万块砖头。今年 1 月至 10 月，已生产 9800
多万块砖头，产品销往本省、江苏、安徽等
地。

“这块土地的利用从过去‘挖土制砖’
到现在‘变废为宝’，是桐乡节约用地、产业
转型升级的典型。”桐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副局长钦志强说，这个项目为建筑装修
垃圾找到了一条资源循环利用的出路，与
同等生产规模的传统砖瓦厂相比，节
省土地至少 50%以上。同时，从
源头上消除了建筑装修垃圾随意
倾倒农田的违法行为，还解决了
建筑装修垃圾填埋或堆置场地
的问题。

“零地”技改“吃”进建筑垃圾，“吐”出新型建材“零地”技改“吃”进建筑垃圾，“吐”出新型建材

走进桐乡市，一个个大项目正不断涌现，一
幢幢新厂房拔地而起，一条条生产线竣工投
产⋯⋯今年以来，该市提出“招商突破年、变
革创新年、环境提升年”三年活动，实施工业
园区有机更新和空间腾换，腾退盘活低效
用地,当地呈现一派重点项目建设蹄疾步
稳、新兴产业拔节生长的创新发展新景象。

实现项目集结成势、产业向“新”求
“质”的背后，是桐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高效能保障
的艰辛付出：全力统筹农用地、村庄、低效
工业用地、城镇低效用地整治和优化提升，
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以“盘活存量”促“发展
增量”；全力做强发展新支撑，做到“项目跟着
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让存量土地“长”出新
产业，经过治理的国土空间面貌焕然一新，为加快
建设数字文明共富美好新桐乡贡献力量。

当下，桐乡经济开发区聚焦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
前沿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全力打造先进制造集聚区，不断推
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同时，用好用活土
地资源，以“盘活存量”促“发展增量”，着力做好“腾笼换鸟”
文章，推动新旧产业有序更替。

11 月 8 日，走进桐乡经济开发区，浙江泰瑞装备有限
公司建设的大型一体化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格外引人注目。

“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用地面积 247 亩。”浙江泰瑞装备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在该基地占地面积 6.5 万平方米的组装车间，各种型
号的注塑机设备整齐排成列队，工人正对一台几十吨的庞
然大物——注塑机进行调试。“设备调试合格后就可打包
出厂了。”泰瑞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基地已于今年 7 月竣工
投产，可以满足 4500 吨以下注塑机和 20000 吨以下全系
列压铸机的制造。目前基地生产的设备，约一半销往国外
市场。

“对于像泰瑞这样的好项目，我们始终坚持‘要素跟着
项目走’，强化用地指标的精准配置，科学制定年度指标安
排方案，用地指标安排服从项目开工时序。”桐乡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泰瑞项目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桐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采取“即时申请、分批审核、动态管理”的审批模式，推动项目
落地建设。“我们建立模拟审查机制，允许项目在拿地期间，
提前对建设单位申请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模拟审查，及时跟
进图件上交、审查、回复、复审进度，有效提高了项目的审批
效率，实现拿地与开工‘零时差’。”该局相关负责人说。

约5分钟车程，是桐乡经济开发区内年产1000套智能
装备的浙江中正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浙江中正是一家专注于各种全自动生产线、智能复合
机床、高端专用机床等加工工艺技术的企业，为新能源汽
车、风力发电、伺服电机、工程机械、通用机械等产业提供装
备和制造技术。

步入生产车间，在一台搓齿机旁，公司相关负责人拿起
一个汽车部件——球笼外花键告诉大家：“过去，球笼上的
一道道花键槽是用铣床铣出来的，效率不高，现在使用搓齿
机加工，最快只需要6秒钟，这些花键槽就被‘搓’出来了。”

浙江中正项目占地 45 亩，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于
2022 年 3 月拿地，2023 年底竣工投产。“今年以来，已拿到
了2亿元设备订单，其中订单数量较多的是数控双面车床，
每个月有几十台。1 至 10 月实现产值 1.5 亿元。”该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

从项目拿地到项目投产，浙江中正仅用了 21 个月时
间。这样的速度离不开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保障服
务。“我们优化举措、优化流程，针对这个项目提早谋划，靠
前服务，加快土地供应。”桐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对项目用地实行全流程倒排供地计划进度表，对
其中关键节点、关键事项、责任单位予以明确，同时提高审
批效率，为确保按期推进，利用“承诺制”、容缺受理等手段，
真正做到了该项目“拿地即开工”。

保障服务
用地审批围绕项目开工“跑”

在桐乡乌镇，昔日的乌镇啤酒厂已变
身景点，取名“乌镇·有戏FUN”。

乌镇旅业兴旺，产业蓬勃，但也有一些
低效工业用地。乌镇做好低效工业用地整
治、开发和复合利用文章，提升土地集约
化、产业现代化、发展一体化水平。开展工
业园区“低散乱”腾退攻坚行动，打造多点
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化发展的产业新格
局。

原乌镇啤酒厂位于乌镇北部，紧临乌
镇旅游景区，已长期处于关闭状态。2023
年，当地对啤酒厂 68 亩土地进行收回，调
整土地用途后重新挂牌出让。依托景区附
近区位优势，对其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进
行保留，对危旧厂房重新改建，打造具有工

业风格的文旅街区。
如何唤醒与激活工业遗存？在老啤酒

厂改建过程中，乌镇因地制宜保留下水塔、
厂房、仓库、烟囱等老建筑，增加水系打造，
通过多层次绿化环境设计，达到建设绿色
生态园林式园区的目标。

此外，还引入新理念，改造老旧工业区
块，打造“乌镇·有戏FUN”建筑群落，集“剧
场演艺空间、音乐剧制作和创意共享空间、
艺术培训及生活配套、主题餐饮+零售”于
一体，创新艺术内容、文化活动的常态化载
体；设置婚庆产业链，将工业遗产新地标与
现代风格、功能相衔接，探索“婚登+文化+
旅游”的深度融合。“乌镇·有戏 FUN”街区
三面临水，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米。如今，

废弃的老厂房被赋予新功能，传统工业的
旧厂房焕发出别样的新生机。

今年 8 月，桐乡全新的婚姻登记服务
中心在这里亮相。作为面向全市提供婚姻
登记服务的新场所，锈红色的建筑、工业遗
产的装饰物、大面积草坪、爱情秋千打卡
点、爱情水岸步道、婚俗展示馆等区域，为
新人提供了舒适优美的登记环境，成为当
地婚姻登记新地标、网红打卡地、婚俗文化
体验中心。

据悉，在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支持、指
导下，2023年以来，乌镇以推进土地综合整
治为抓手，已腾退低效工业企业 8 家，面积
254 亩；盘活存量土地面积 463 亩；完成低
效用地再开发面积113亩。

盘活存量 老啤酒厂焕发别样新生机

乌镇·有戏FUN 本版图片由桐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桐乡乌镇有戏新石文创园区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乌镇乌镇··有戏有戏FUNFUN 本版图片由桐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本版图片由桐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桐乡乌镇有戏新石文创园区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桐乡乌镇有戏新石文创园区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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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通讯员 李李 风风 蒋佳骏蒋佳骏 俞冰峰俞冰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