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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海翻涌展宏图

安吉：以竹为笔 描绘产业融合新图景
吴 丹 张笑言 俞佳璐 钱晨芸 左璐莹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第

16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

在浙江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办，首次

特设“以竹代塑”竹产品展览专区，来

自安吉的特色竹产品精彩亮相。

湖 州 安 吉 因 竹 而 美、因 竹 而

兴。历经 40 余年创新发展，安吉县

依托“一根翠竹”撑起百亿产业。目

前，安吉县竹产业总产值 200 多亿

元 ，从 业 人 员 近 3 万 人 ，以 全 国

1.8% 的 立 竹 量 ，创 造 了 全 国 近

10%的竹业总产值。

近年来，安吉发挥“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中国美丽

乡村发源地优势，在倡导绿色低碳的

大背景下，聚焦竹产业二次振兴，全

县立竹量、商品竹年产量、竹业年产

值、竹制品年出口额和竹业经济综合

实力5个指标在全国均名列前茅。

在产业融合发展的路上，安吉

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正蹚出一

条新路⋯⋯

安吉满山苍翠,竹海绵绵。

以竹代塑产品以竹代塑产品

安吉县以竹代塑展示中心

聚焦顶层
稳固发展之基

产业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指引方
向，远见卓识的战略布局能够为产业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2022 年 6 月起，安
吉先后出台《加快推动安吉县竹产业振
兴发展的实施意见》《安吉县 2023 年“以
竹代塑”工作方案》《安吉县以竹代塑新
材料采购奖补办法》等文件，每年拿出
200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竹产业高质量发
展，加快推进竹产业二次振兴。

如何让竹子换来“金子”，实现富民
增收？科技创新的力量不可或缺。安吉
高度注重竹产业共性关键重点技术攻
关，积极强化与国际竹藤中心、中国林科
院、浙江农林大学等单位合作对接，发出

“安吉县竹产业科技创新（产学研）研发

项目”科技招标，引导县内竹企与国内高
校、科研院所开展竹产业科技创新产学
研合作，推动竹产业从传统加工向科技
智造转变。截至目前，已立项22个，开展
共性关键重点技术攻关10项。

政策与科技的支持至关重要，相关配
套设施的建设同样是夯实发展基础的关
键一环。安吉以竹林宜机化生产为目标，
加大林道、索道、竹材分解等基础设施建
设，累计建设林道、索道等 2000 多公里，
启动竹材分解点建设100个以上，逐步形
成了“点线”结合的竹林经营网络。

聚力改革
激活共富活力

要实现发展和赶超，就要敢于上到
全新“赛道”。

2021年底，安吉以生态资源的收储、
整合、交易平台“两山合作社”为依托，创
立竹林碳汇收储交易中心。农户林权统
一流转到村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
管理，经核证后形成碳汇产品包，再通过

“两山合作社”进行收储交易，净收益的
70%将反哺乡镇和村集体。当年，全县
就有 5 个村级专业合作社的 21392 亩毛
竹林与中心签订期限为30年的林业碳汇
收储合同。

2022 年，安吉被浙江省列为全省首
批林业增汇试点县和竹林碳汇交易试点

县，全县以竹林碳汇开发权属清晰稳定
为前提，毛竹林 1000 亩以上的行政村通
过农户林权作价出资方式，实现经营权
由分散到集中，并通过专业合作社，将集
体林权流转到“两山合作社”，实施竹林
增汇工程。

“目前，安吉已建立村毛竹专业合作
社 118 家，实现千亩以上竹林行政村全
覆盖，累计流转竹林 84 万亩。”安吉县林
业局党委委员诸炜荣说。

2023年，安吉县获批“退化毛竹林修
复碳汇项目方法学应用”省级试点，持续
推进“两入股三受益”农民利益联结机
制，并于 2024 年 1 月完成首批竹林碳汇
资金分红 3.02 亿元，惠及全县 167 个村
集体，5.1万户农户。

与此同时，安吉以竹产业二次振兴
为目标，实施林权制度改革，加快毛竹林
流转。安吉创新推出林业“标准地”建
设，鼓励社会工商资本参与林地资源经
营性流转，着力破解竹产业发展土地要
素、能耗指标等瓶颈制约，推动耗竹精深
加工企业参与竹材分解点经营，加快推
进笋竹加工及产业融合项目建设。“我们
以 2023 年试点乡镇及天荒坪、递铺等 8
个乡镇（街道）为主，将在今年力争实施
林地空间治理 2 万亩。”安吉林地空间综
合治理负责人表示，通过治理，将拓宽耕
地补充渠道，将助力“两山”转化、推动共
同富裕。

聚心发展
深化产业融合

在安吉县孝丰镇竹产业园浙江山哥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包装车间里，生
产线开足马力，将多种规格的一次性餐
具包打包装箱，准备发往海底捞、永和豆
浆等知名餐饮企业。

浙江山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安
吉重要的竹制品生产企业之一，在华东
地区，市场占有率达到了 40%。今年，公
司从提升机械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入
手，通过收购机械制造公司，利用生产技
术和专业技术人员，不断研发制造一体
化、智能化的竹制产品生产线。“提升产
品生产的效率，尽力降低成本，让‘以竹
代塑’产品拥有接近塑料制品的价格，更
好推广。”公司董事长聂忠平说。

以山哥新材料为代表，利用科技赋
能助力竹产业二次振兴，持之以恒，久久
为功。眼下，安吉竹产业发展正发生全
方位、深层次、系统性的精彩蝶变。依托
竹产业基础，安吉强化“1+5”（1 个国家
级竹产业示范园区、5个竹产业共富小微
产业园）产业格局，着重布局“板材、纤
维、化工”等领域，推动形成业态丰富、差
异共进的竹产业集群。截至目前，成功
吸引世贤科技等国内竹产业龙头企业落
户安吉，形成了竹质装饰材、竹日用品、
竹笋食品等8大系列3000余种竹产品品
类格局。

为推动一、二产业融合发展，安吉发
展订单林业发展模式，重塑竹产
业机制体制，推动精深

加工企业与两山公司签订毛竹原材料供
销协议，强化保障精深加工企业原材料
供应，优化竹产业一、二产业之间的供给
关系，加快推动产业间融合，并以二产推
动一产发展，推动毛竹林由粗放分散经
营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转变。

以竹为媒，逐绿而行。在中国美丽
乡村建设带动下，依托万顷竹海美景，以
竹博园、中国大竹海等为主的竹海旅游
和农家乐、民宿快速兴起，安吉竹产业实
现了从农产品生产加工到生态资源综合
利用的跨越，“竹林+体验”“竹林+康养”

“竹加工+旅游”“竹文化创意+旅游”等新
业态不断呈现，打造了中国美丽乡村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展望未来，安吉的竹产业发展前景
无限广阔，随着政策扶持、科技进步与改
革推进的进程不断前进，竹产业将进一
步实现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为当地经
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在这片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竹海中，安吉将书写出更
多精彩纷呈的共富故事，为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贡献竹产业
的力量。

（图片由安吉县林业局提供）（图片由安吉县林业局提供）

开局快进
“头号产业”强支撑
工业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工业

兴则全局兴。
翻开该市前两月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报表可以看到，工业经济延续了去年下
半年以来加快恢复的态势，实现高位开
局。“一季度企业生产恢复向好、项目投
资持续发力，工业经济整体呈现出‘生
产好、投资快、行业暖、后劲足’四大特
点。”湖州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该市深化参与省“415X”先进制
造业集群培育工程，以打造“实力新湖
州”为主线，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产、增
效、提能。

日前，湖州南太湖新区的纵目科技
（湖州）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两条全
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紧盯屏幕，确
保产线稳定运行。“今年一季度控制器出
货 6 万台。”纵目科技（湖州）有限公司总
经理朱培培介绍，该企业专注生产 ECU

（中央控制器）和毫米波雷达，产线每天
12 小时不间断运行以满足市场需求，今
年企业订单量有望攀升至2.3亿元。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等新增长点
的贡献下，湖州工业增加值增速创两年
来新高。”湖州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现强劲
的发展势头，产值持续增长，集群效应
显现。在整车项目带动下，从以前的简
单加工、配套为主的产业外围圈，向涵
盖电机、电控、电驱、底盘系统等较为完
整的全产业链转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

据悉，目前该市在建 3 亿元以上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项目共 88 个，总固投达
1121.4 亿元，其中 50 亿元以上项目 11
个，特别是 SMART 项目预计 10 月整车
下线，将新增产值 200 亿元以上，再加上
吉利三电、旭升动力总成等重大产业项
目今年陆续投产，将引领产业链又一轮

壮大。
多数行业正保持快速恢复态势。数

据显示，1 至 2 月，湖州市纳入统计的 33
个工业行业中，28 个行业实现正增长，
增长面达 84.8%，其中仪器仪表、有色金
属、专用设备等 15 个行业增加值增速超
15%以上，贡献面上增速 13 个百分点。
此外，传统消费品行业恢复明显加快，
如椅业订单改善、产能明显扩张，该市
家具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4.9%，较上年
同期回升 53.9 个百分点。

受纺织、家具等行业出口回暖，以及
机电产品增长拉动，企业出口形势扭转
向好。前两月，该市总出口 273.3 亿元，
增长 24.2%，全市实现规上工业出口交
货值 127 亿元，同比增长 14.3%。

满弓劲发
项目释放“增长力”

重点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稳
定器”和“强引擎”。

“在当前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的背景
下，抓项目扩投资，筑牢稳增长根基，是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棋
子’。”湖州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眼下，湖州各地涌动着项目建设的
热潮。从繁忙施工的建设工地到机器
轰鸣的生产车间，从精心绘制的规划蓝
图到厂房林立的项目现场，一个个大项

目、好项目迎春破土，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为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和提质增效
添加了强劲动能，为助推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添足动力。

项目支撑发展，夯实投资后劲。去
年 4 月，德清获批为全国首个以县域为
主体创建的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后，吸
引了专注于港口无人驾驶技术研究和
商业化落地的北京斯年智驾科技有限
公司落户。

近日，斯年智驾总部基地项目开工
建设。基地落成后，公司将在德清建设
无人驾驶域套件产线、无人底盘产线和
算力平台产线。整体达产后预计形成
年产 1000 台无人驾驶域套件+300 台无
人底盘+1000 台算力平台的产能，年产
值将超 10 亿元。

湖州市经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两
月，该市新开工 3 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
53 个，较去年同期增长 97%。在库 10
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 120 个，计划总固
投 2311 亿元。

一系列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国内外
需求稳步恢复等有利因素刺激，制造业
企业春节后经营活力不断释放，增资扩
产信心增强。数据显示，1 至 2 月，该市
制造业投资完成 146.1 亿元，同比增长
29.2%，高于全省 11.9 个百分点，列全省
第 3 位。前两月，该市 100 家 10 亿元以
上大型企业实现产值 350.9 亿元，占面
上比重 34.5%，同比增长 13.8%。

“工业经济持续向好的后劲很足。”
该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去年以来全
市“新升规”企业 159 家，今年前两月已
经贡献增量产值 25.2 元，拉动全市面上
增长 2.8 个百分点，且产能释放效应正
持续放大。

提质增效
服务塑造新优势

湖州工业经济亮眼表现的背后，是
精准有效的走访服务。在当前国内外
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之下，提供
优质服务是一个地区吸引项目落地的
金字招牌，更是进一步推动项目达产满

产的关键。
今年初，湖州市在全省率先出台“开

门红、开门好”十条政策意见，统筹安排
2 亿元奖补资金支持企业稳生产。在全
省深化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
题”活动背景下，春节前后湖州市开展

“三送”活动，由市领导带队走访服务
4188 家规上企业，了解企业经营和项目
建设安排，确保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稳链
畅链。

破难题，克顽疾，关键在于落实。聚
焦“企业提效、项目提速”，该市 1720 名
助企服务专员深入企业，收集汇总企业
反馈问题 1106 条次，办结 1062 条次，有
力有效服务企业增产增效。同时，围绕
660 家重点骨干企业制定“一企一策”精
准帮扶方案，瞄准增值税加计抵减、新产
品开发、海外市场拓展、扩大政府采购等
专业化服务方向，稳定预期、提升信心。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该市全力构
建“益企”增值服务矩阵，以“益企培训、
益企强链、益企解难、益企关爱”系列 4
项行动，营造“企业最有感”营商环境。
如在全省首创“企小帮”志愿服务模式，
形成一支由涉企部门业务骨干、院校导
师、优秀企业家等组成的志愿者队伍。
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98
场，服务企业 1861 家次。

锚定集群培育“主方向”，筑牢工业
强市硬支撑；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厚植工业强市新动能。湖州正以工业
之“新”，厚积发展之“势”，全力打造“实
力新湖州”！

聚势而起 满弓劲发

湖州工业经济强势开局
孟 琳

春风和煦，胜日时新。随着一

家家重点工业企业生产按下“快进

键”，一个个重大工业项目建设跑出

“加速度”，湖州工业经济发展步伐

呈现“万马奔腾战犹酣”的强劲势

头。

据湖州市经信局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1 至 2 月，该市实现规上工

业总产值 1016.6 亿元，同比增长

12.5%，列全省第 3 位；实现规上工

业 增 加 值 180.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5%，较去年同期提高 17.8 个百

分点，快于全省平均 2.1 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起势向好、开局快进，多项

经济指标实现“开门红”，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添能蓄势。

（图片由湖州市经信局提供）

俯瞰湖州 南太湖新区供图

吉利汽车智造车间吉利汽车智造车间

湖州中小微企业智能制造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