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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制造业难点痛点再出发

怎样衡量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在新阶段，浙江量身定
制了一套发展指标体系，指引着山区 26 县因地制宜地找到创新
发展目标。

从这套体系来看，能从根本上提升山区造血能力的生态工业
是绕不开的一环。对于青田来说，同样如此。

细数这些年的发展历程，可见青田的制造业形成了以不锈钢
及深加工、时尚鞋服、高端装备（阀门铸造）为主导产业，以石矿、
石雕、休闲椅为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在这过程中，涌现出了一
批诸如青山钢铁、意尔康、起步、球豹等知名龙头企业。

只是要实现工业新跨越，并不容易。“目前，青田工业虽初具规
模，但对标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存在不少问题。”青田县经济
商务局局长刘会荣说，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依旧面临着发展空间
不足、产业结构亟待升级、工业投资不足、后劲乏力等难点痛点。

事实上，“缺地”一直是青田工业成长中最大的烦恼。为了缓
解城区的用地压力，青田很早开始尝试将三大特色产业延伸到土
地资源更多的乡镇。

从青田城区向西大约三五公里，就能到达离县城最近的油竹
工业园。这段不长的路，却要穿过一座跨江大桥、一条隧道。

油竹工业园不过是青田经济开发区“一区十园”发展格局中
的一部分，其他九园分别散落在不同的九个街道、乡镇，像一块块

“飞地”。受制于用地指标、政策处理等原因，去年年初，青田可供
工业用地仅有 832亩。

正因为此，近年来，青田新招引落地制造业项目存在着偏少、
偏小的情况。而在项目储备和落地过程中，部分项目落地时还面
临着非净地出让、政策处理未到位、配套设施缺、业主投资意愿弱
等诸多问题困扰。

据数据显示，青田去年新入库项目 19 个，亿元项目只有 2
个。在库项目 58个，其中 5000万以上项目仅 19个。近三年新上
规（小升规）企业 103家，年产值 5000万以上的企业 18家，其中亿
元以上企业 5家，占比仅 5%。“这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青田工业
的发展后劲。”青田县工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朱碧芳说。

“同时，产业结构也亟待升级。”青田县工业企业科副科长邓
拓说，青田的主导产业主要集中在不锈钢及深加工、制鞋、阀门等
传 统 产 业 ，重 点 传 统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占 全 县 工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45.7%。此外，不锈钢和鞋服产业龙头企业“一枝独秀”。“比如，青
山钢铁集团下属 3 家子公司在 2020 年的产值达 82 亿，就占了整
个不锈钢行业的 76%；意尔康、起步这两家鞋服企业的产值达 30
亿，占鞋服行业 65%。这样的产业结构并不利于提升区域竞争
力。”

有压力才有动力，面对新征程，去年年初，青田开启了工业平
台的“二次创业”，并在此基础上描摹出了一个可感知可期待的美
好未来——现代生态工业体系全面构建、“万亩千亿”发展新空间
得以形成，从而走向跨越式发展。

破局缺地“烦恼”重塑新体系

“在推进跨越式发展的征程上，最难解答的还是‘地从哪里来’
的问题。”刘会荣说，为此，青田启动了工业平台“二次创业”，一方
面通过深入整治“低散乱”企业，为生态工业“腾笼换鸟”；另一方面
则拓展新的工业用地。

为有效破解发展空间不足这一制约青田经济发展的最大瓶
颈，青田县委县政府全力实施“平台建设”战略举措，扎实推进向
山地、向低效、向高层、向技改、向飞地“五要空间”工作，以“军令
状”形式下达土地征收任务，多维度推动工业平台“二次创业”，打
造“万亩千亿”产业平台。

截至目前，青田已完成近 2 万亩的平台规划编制工作，新拓
展工业用地 2173亩，出让、盘活工业用地 628亩，盘活闲置厂房 13
万平方米。

有了空间，发展什么？这是摆在青田人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在浙江省推动山区 26 县发展的这套非常体系化的指标里，

包括有效投资、产业升级、财政收入、居民就业和增收等多个维
度。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指标，是到 2025年，26县要在发展特色
产业上拿出成效，每个县都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平台，谋划一
个百亿级产值的特色生态主导产业。

那么，对青田而言，找准自身定位，招引能够打造高能级产业
新平台的“链主”企业，是带动产业能级跃升的重要法门。

眼下，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的爱玛新能源智慧出行生态产业
园项目将落户青田，这也是青田有史以来最大的产业投资项目。

“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看增量。对青田来说，这就是一块
全新的拼图。”青田县经济开发区总工程师季永勇告诉记者，省委
省政府明确，特色、高新、低碳，是 26县产业发展的关键词。随着
爱玛项目的落地，青田将以其为“链主”，布局新能源智慧出行产
业。

根据规划来看，这个占地面积达 1200亩的产业园，除了布局
爱玛的新能源整车制造企业，还将引进上下游的配套企业，以及
新能源车的“后服务平台”。预计全产业链的产值将达 200 亿元
以上。

更进一步看，从青田正在谋划的生态工业蓝图上看，以爱玛
为“链主”的新能源智慧出行产业，并不是一座“孤岛”。

“让新旧产业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一个生态闭环，这才是青田
生态工业跨越发展的终极目的。”季永勇为记者描绘了一个全新
的现代生态工业体系的模样：以新能源智慧出行产业为核，不锈
钢产业为其提供优质的原材料，时尚鞋服产业提供装饰，以阀门
铸造为主的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同样有用武之地。

全面转型向科技要生产力

在这个全新的现代生态工业体系图景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
级至关重要。

其中，总投资 30 亿元的全球特种钢新材料暨青山钢铁产业
链共同体项目格外引人注目。

这个项目的发起者是青田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浙江
青山钢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世界 500强的企业，青山钢铁已经
形成从不锈钢上游原材料镍矿开采、不锈钢冶炼，到下游的棒线
板材加工、精线加工以及码头运输等完整的不锈钢全产业链。

通过这个新项目，青山钢铁将不断推动产品转型升级。与此
同时，青田与杭钢、宁波腾龙精线等名企也在对接中。届时，随着
产业链的补充和完善，全产业链预计增加工业产值 200亿元。

走到这个项目的背后，可以看到这些年青田传统产业“生态
化”“数字化”改造的决心：

20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2 个国家检测中心(实验室)、2 所省
级重点企业研究院、5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这是青田加
快推进钢铁企业向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的缩影。截至去年底，青
田县拥有规上不锈钢及深加工企业 75家，规上工业产值达 163亿
元。下一步，青田将支持与引导国内外有实力的检测机构同浙江
省核电阀门产业技术联盟组建中高端阀门产业工程师协同创新
中心；

鞋服产业也是青田县的主导产业之一，占全县规上工业产值
的 20%。近年来，青田积极推进鞋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着
力构建“一平台二园区六中心”，即以综合体创新服务平台为中
心，以起步时尚科创园、意尔康创新产业园为依托，建设科技服
务、鞋业研发、鞋业设计、检验检测、华侨科技、金融服务等六大中
心，形成集创新资源要素、政产学研、公共服务体系等功能于一体
的产业创新平台，全面提升产业创新综合服务能力。

顺应现代装备制造业发展趋势，青田积极推动阀门铸造“生
态化”改造，大力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业。加快阀门铸造产业转型
升级，积极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及装备，发展阀门精加工，推动产业
集群向智能化、品牌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此外，产业“跨越发展”的格局还体现于问海借力。位于杭州
的未来科技城奥克斯大厦有青田的“科创飞地”，未来在青田还能
看到“研发在杭州、制造在青田、销售在世界”的场景。

新产业诞生，新兴业态从传统产业中裂变出来，构建起分工、
协作、融合新机制⋯⋯对于未来，青田每一个人都充满期待。

■本报记者 刘淑芳 叶礼标 陈德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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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对于青田而言，是
一个迈向大跨越的起步之年。
百亿产业接二连三落地、全新
生态工业体系蓝图既定，这个
浙西南山区县城迎来了一个个
绿色崛起的战略引擎。

33 万 华 侨 遍 布 世 界 的 青
田，与温州接壤，因民资充沛、
理念超前，很早之前便培育出
了优质的工业土壤。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在仅
占 县 域 面 积 0.2% 的 工 业 用 地
上，青田人锻造出了三大特色
产业集群，并始终让工业生产
总值位居丽水前列，一度成为
全市工业经济的主战场。

然而，囿于交通区位及“九
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形条件，与
省内发达地区相比，其工业产
值 、规模 、结构等都缺乏竞争
力。面对区域竞争，青田人常
常 将 产 业 现 状 比 作“ 浅 海 滩
涂”。

如今，乘着浙江省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东风，青田发
展迎来拐点。同时，也是一个
新的起点。

站在新起点上，青田直面
痛点、难点、堵点，在已有基础
上加快转型升级。蓝图铺展，
相信不久的将来，曾经的浅海
滩涂将是一片碧海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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