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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退秋澄气转凉，遂昌云峰街道洋浩区块宇恒
电池有限公司新工厂的工地上，却依然是一派火热
的建设场景：一台台施工机械马力全开夯土打桩，
为即将拔地而起的厂房昼夜奔忙。未来两年内，应
用于各种场景的锂电池将从这里发往全球各地，
3GWh 磷酸铁锂储能电池项目的年产值可达 30 亿
元。

10年前，遂昌县龙板山区块低丘缓坡开发利用
项目开工，翻开了遂昌工业园区建设的崭新篇章。
10年后，新建厂房鳞次栉比，企业生产热火朝天，工
业园有了新的“身份”：浙江遂昌经济开发区。

10年磨一剑，遂昌经开区的工业版图从最初的
1.27 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的 13.5 平方公里。2021
年，经开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233.13 亿元，历史
首次突破 200亿元大关，规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完成
37.28 亿元。在这片充满想象空间的土地上，新材
料、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转
型升级的主攻方向。

曾因“五朵金花”名噪一时的遂昌工业，在经历
卧薪尝胆之后，驶入了风驰电掣的快车道。

不毛之地变身“希望田野”

名震一时的“五朵金花”，曾是遂昌人的骄傲。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钢铁总厂、造纸厂、纤维

板厂、林化厂、利民化工厂等五强企业，在开展股份
合作制改革的基础上，上马了一批重点技术改造项
目，领行业之先。”据遂昌县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毕
丹雯回忆，那时的遂昌已基本形成轻重工业并举、
中小企业共存的发展态势，成为引领丽水工业发展
的“三驾马车”之一。

然而，伴随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用地捉襟
见肘、基础设施落后和产业配套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也纷纷凸显。

如何破题？一方面，遂昌投资改建全长 11.555
公里的龙潭至梧桐进城公路，为加快工业园区开发
建设、拉开城市发展框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则以
试点与合作为切口，着手解决空间、资金等方面的
问题。

遂昌经开区经济发展科的蔡晓磊，于 2011年 8
月入职当时的工业园区，先后参与征地拆迁、招商
引资等工作。在他看来，正是 2012年龙板山区块低
丘缓坡开发利用项目，为遂昌工业发展拓宽了版
图，搭起了框架。

“低丘缓坡综合开发利用试点和山海协作共建
产业园区平台，为工业园区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
的机会。”蔡晓磊告诉记者，以此为契机，遂昌提出

“在空间上东进西拓，在产业上扬长补短”的发展思
路，将龙板山区块和古院区块分别以工业新城和城
市新区进行规划建设，在服务当下的同时，支撑起
未来发展新局。

2012 年 5 月，在做好规划方案的基础上，遂昌
召开低丘缓坡开发征迁动员大会，正式拉开了遂昌
工业版图迭代的恢弘序幕。

以龙板山低丘缓坡和毛田二期、石材园区开发
为重点，2012 年，遂昌工业园区新开发面积 1020
亩，产业空间得到了有效拓展。

在这一年，毛田二期完成场平工程，洋浩区块
五条主干道市政工程进场施工，龙板山启动地块场
平工程形成 350亩平整用地……与此同时，工业园
区着手编制《遂昌县工业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和《遂
昌县化工行业安全发展规划》，以明确区内各个区
块产业发展定位和方向。

一年间，低丘缓坡改造项目高歌猛进，势如破
竹。龙板山区块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展现了遂昌工
业发展的决心与效率。

工业新城迎来“投产风暴”

在新开拓的工业版图上，金属制品、装备制造、
新材料、精细化工、节能环保和新能源这六个产业
园根结盘据，“一区六园”的功能定位逐渐明晰。

“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残酷。”据遂昌经开区

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王亮回忆，2013年起，工业园
区出现了企业破产倒闭的现象，到 2015年底，共有
21 家企业的 23 宗厂房、土地使用权进入司法拍卖
程序，有 6个企业项目涉及诉讼案件被法院下达执
行裁定书，另有 9家企业因其他因素长时间停产或
退出，涉及土地面积 828亩。

“那几年，市场下行压力增大，企业投资信心减
弱，招商引资形势严峻。只要有企业进来，我们都
欢迎。”王亮说，2016年，浙江琅泰高分子材料有限
公司年产 1000吨聚维酮系列产品等项目相继投产，
让龙板山区块投产企业实现了零的突破，工业园区
也开始从“筑平台、打基础”转入“引项目、聚产业”
的加速期。

痛定思痛，大家一致认为，要让空间平台形成
产业集聚效应，必须精准发力、主动出击、靠前招
商。于是，招商干部与各驻外地招商小分队密切配
合，促使意向企业项目加快招引落地，同时不断加
强对企业的服务指导和跟踪监管，对符合条件的项
目改由企业书面承诺代替前置审批条件，实现企业
项目入园到开工时限缩短至 50个工作日内。

与此同时，园区积极为破产、停产企业牵线搭
桥，创造企业重组转让条件，为园区闲置土地资源
觅得新生机。2016年，永上特材有限公司经“腾笼
换鸟”落户遂昌，并与哈工大、兵科院等名校大院合
作开展技术研发，一举拿下了 30余项发明专利、实
用型专利和省级新产品新技术，于 2019年被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

以永上特材为代表，2016年 11月，遂昌工业园
区大桥区块第一批 22个腾笼换鸟项目集中投产，12
月又迎来新一轮“投产风暴”：13个总投资 5.37亿元
的生态工业项目集中投产。

数据最有说服力。2016年，遂昌全年累计新投
产生态工业项目 23个，完成实际投资 9.2亿元，实现
了“投产企业数、闲置资产处置数、招引企业数”三
个全市第一。

招商引资跑出“加速度”

2021年 12月，作为遂昌经济发展主阵地的浙江
遂昌经济开发区正式成立。

连日来，在浙江弘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7
万吨的光电专用环氧树脂及其功能材料项目现场
机器轰鸣，推土机、挖掘机正加紧平整土地。这一
项目总投资 7.5亿元，投产后产值可达 32亿元，是遂
昌招大引强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遂昌经开区全力开展特色招商、资源
招商、产业链招商、以商引商，不断加大加强精准招
商力度。2019 年至 2021 年，工业园区引进了 47 个
工业项目，其中 33个为亿元以上，2个为 10亿元以
上，完成合同引资 150.34亿元。

浙江宇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新能源储能
电池，是遂昌今年落地的大项目之一。“总投资 11亿
元，用地 100亩，主要生产锂离子电池、动力电池、磷
酸铁锂储能电池等。”毕丹雯告诉记者，在洽谈的前
期，他们了解到这个项目的用能总耗可能比较高，
便联合发改等部门第一时间帮助企业做好相关工
作，确保了项目能评的及时获批。为保障企业正常
生产与经营，管委会还协调孵化园厂房落实过渡生
产，目前企业已进行试生产。

围绕“全年落地项目 18个以上，其中亿元以上
项目不少于 15个、制造业项目占比不低于 60%”的
目标，遂昌扩大招商半径，力求在重点区位、招大引
强、产业配套上取得突破，吸引“大而强、新而特”的
优质企业。

“我们正围绕平台二次创业，突出产业层次提
质，主攻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生命健康三大产
业方向，瞄准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产业拉动力强
的高端产业项目，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毕
丹雯说。

时间的刻度，记录着前进的足迹。10年来，道
路在变，风景在变，园区在变，一个生机勃勃的遂昌
经开区，正不断展露非凡的雄心与行动力。

工业是遂昌发展的立身之本。回顾上世纪90
年代，遂昌传统产业有过灿烂辉煌，“五朵金花”在
全市工业中独树一帜。但名噪一时的遂昌工业也
曾面临传统产业“量大势弱”、新兴产业“势强量
小”的结构性矛盾，为此，遂昌将拓空间优布局、开
辟工业发展新天地作为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

“牛鼻子”。
历经多年发展，遂昌工业站上新的历史起

点。2021 年，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历史首次突
破200亿元大关，工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
遇。

成绩属于过去，在全省上下以雷霆万钧的气
势擂响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战鼓之时，如何在新
一轮区域经济赛道中实现领先？遂昌交出了自己
的答卷——

加速实现工业强县，要准确把握发展方向。
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在从拼成本、拼资源转为
拼技术、拼创新的过程中，应运用高新技术高位嫁
接传统产业，推动企业“生产换线、机器换人”，实
现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同时紧紧把握
新一轮信息化浪潮到来的战略机遇，深入开展招
商引资、招才引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产业
发展制高点，加快以“新”促“高”。当然，生态环保
守底线、亩产效益论英雄的观念必须坚定不移，通
过主动压减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退出低效产
能，变“减法”为“乘法”，全力推进以平台“二次创
业”为重点的新型工业化，加快除“旧”布“新”。

加速实现工业强县，要紧紧扭住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当前，缺大少强仍是制约遂昌工业经
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产业链条短仍是最大内因。
加速破解这些难题，要在产业聚合上攻坚突破，以
遂昌经济开发区为核心持续拓展工业空间布局，
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集中，打造特色产业集
群；要在龙头企业培植上攻坚突破，积极开展产业
链“链长制”试点，推动高端补链、终端延链、整体
强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要在项目建设
上攻坚突破，树立长远眼光，投入真金白银，推动
内育有突破、外引扩新量，把每个项目都建设成

“聚宝盆”；要在营商环境上攻坚突破，优化提升项
目全流程服务，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驰而不息打造创新动力迸发、创业活力涌流的一
流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实力雄厚、敢闯敢拼的优质
企业前来“安家落户”，开启发展的崭新篇章。

打造山区工业
发展特色样本

■本报记者 张李杨 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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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板山工业园的昔与今。 通讯员 章建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