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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深度··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从松阳县城驱车出发，半小时内就可以到达浙江松
阳经济开发区的任一区域。

在这里，占全国三分之一市场份额的传统优势行业——
不锈钢管，在面临迭代考验的10年间，不断寻找产业革命的
前进方向，致力于把已有的优势进一步拓展到上下游。而与
此同时，智慧交通、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强势崛起，并开
始演绎从“制造产品”到“提供服务”的关键性角色转换。

从 10年前的“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到如今的“浙
江松阳经济开发区”，改变的不仅是名称，更是站位、格局
和思维方式。在整合了原丽水生态产业集聚区松阳分
区、浙江松阳工业园区、松阳-余姚山海协作产业园等平
台资源后，松阳经开区的企业已超过 200家，其中 88家是
规上企业，39家是产值超亿元企业，2021年实现规上工业
总产值 132亿元。

详实的数据，勾勒出松阳工业经济不断迈向新阶段
的发展脉络，记录着生态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生动
轨迹。在此进程中，松阳经开区经济发展从粗放走向集
约，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实现了“质”与“量”齐发力，在迈
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跑出了“加速度”。

能级之变：产业平台引领产业发展

一条条宽敞整洁的道路，一辆辆忙碌疾驰的运输车，
一排排秩序井然的现代化厂房。走进松阳经开区，视觉
所能捕捉到的画面，都是近 10年来才有的景象。“10年前，
各工业区块还是大片的农田和零散的企业，配套设施更
是几乎从零起步。”回顾松阳经开区发展历程，既是受益
者又是见证者的宝丰钢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正友很是
感慨。

工业要发展，平台是关键。2012年，丽水生态产业集
聚区松阳分区管理委员会成立，迈出了工业集聚发展的
第一步。10年过去，松阳经开区已成为松阳经济大引擎、
开放主平台、创新主阵地，累计完成平台开发 15700亩，并
逐步形成赤寿、集聚区一期、江南、水南、西屏、望松等工
业区块。

在此期间，为了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松阳以建设特色
产业基地为抓手促进区域块状经济发展。2020年 9月，精
品不锈钢管示范区落地赤寿生态工业区块。“为的是拢指
成拳，整合入驻企业的优势资源和力量，最终实现整个技
术平台的共建、共享、共用。”松阳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眼下，宝丰钢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赤寿生态工业区
块的新厂区正在建设中，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5亿元，
部分生产线已完成设备安装并试生产。站在崭新的连片
厂房前，王正友坦陈“完全没想到速度会如此之快”。从
10年前产品质量不高、技术落后、缺乏竞争优势的地方企
业成长为国内不锈钢龙头企业之一，宝丰钢业的产品如
今已远销全球 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有形之手’推动集聚发展功不
可没。去年，宝丰钢业产值达到 11亿元，其中 3亿元来自
承接的周边企业订单，今年产值预计能达到 14亿元。”王
正友说。

今年，经开区管委会正式挂牌，各项工作目标和战略
路径已经明晰——在空间拓展上，随着赤寿生态工业区
块二期的启动开发，在“十四五”期间将全力争取新增工
业用地规模 3000亩-5000亩；在产业发展上，立足现有不
锈钢管主导产业，重点围绕智慧交通、高端装备制造以及
新能源、新材料、大健康等产业开展招商引资、转型升级，
力争通过完善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加速集聚效应等
举措，使经开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结构之变：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并非易事，但也是制造业绕不
过去的转型方式，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本行业经验，有着对
整个市场的充分理解。

松阳不锈钢管产业起步于 2004年，依托温州产业辐
射和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发展而来。进入新发展阶段，松
阳不锈钢管产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要保持发展势头，
重复过去的路径显然已不可行。怎么办？过去 10年，正
是松阳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赋能不锈钢管产业转型升
级的 10年，“生产清洁化、设备智能化、产品高端化、分工
精细化”成为贯穿始终的主线。

2017年通过“腾笼换鸟”引进的鑫通达特钢，是一家
高新技术企业，年产值从三四千万元起步，短短一年就突
破了亿元，如今已成长为备受业内关注的一匹“黑马”。

总经理吴守亮告诉记者，在深入研究船舶制造、化工等行
业对不锈钢管材料的实际需求后，公司有针对性地加快
了对新产品的研发力度，“目前企业生产的特殊钢 205已
广泛适用于多个领域，先人一步占领了市场。”

显而易见，如果只倡导制造环节的自动化，研发部门
的信息无法流入工厂，后期销售和服务信息也难以及时
反馈，那最终只能是零敲碎打式的改良。真正关键的，是
破除各个环节的信息孤岛状态，使产品从设计到使用的
每个环节数据都可以进行监测和分析，这样才能优化整
条价值链。

在鑫通达特钢将目光聚焦于使用终端的反馈信息
时，同样深耕不锈钢管领域的松阳县上上德盛集团有限
公司则研发了 11套数字化系统，以监控从生产原材料到
成品检验入库的全过程。

“合同到手之后，上海分公司的员工通过远程系统配
合在松阳的制造工厂系统，自动搜寻与之最匹配的生产
工艺，进而寻找原材料落实到车间，就连整个生产过程的
原料使用流程也都一目了然。生产效率提高之后，几乎
杜绝了延时提交订单的可能。”董事长季学文告诉记者，
过去企业人均销售额约 150万元，今年预计将超过 250万
元，上半年销售订单达 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6%。

凭着坚持不懈的改革发展韧劲，松阳先后被评为浙
江省不锈钢管产业基地、国家级不锈钢管产业质量提升
示范区和中国不锈钢管绿色生产基地，不锈钢管产业也
成为松阳最有希望实现百亿级的“特色产业”。据统计，
去年松阳县不锈钢管年产值达 83.63亿元，不锈钢无缝管
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今年还将完成 20家不锈钢管企业
的数字化改造。

创新之变：崛起一座智能制造新城

产业实力较弱，经济总量偏小——这是山区松阳的
“旧标签”。为了撕下这张旧标签，松阳发力探索生态工
业发展之路，但潜能释放不足、绿色发展不充分等短板，
仍长期牵制着前进的步伐。

2021 年年底，松阳经济开发区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
复设立，松阳工业园区生态工业迎来了向更高能级跃迁
的关键节点——通过五年努力，构建形成以综合交通产
业为新引擎的生态工业体系，特色产业新引擎作用凸显，
初步建成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浙西南“智能制造新
城”。

这是一条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轮驱动”之路。随
着未来生态工业经济发展目标确定，松阳经开区工业新
发展布局日渐清晰——

作为全省首个智慧交通产业发展试点县，松阳以试
点引项目，增强发展新动能。浙江城光联链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提供智慧交通整体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
去年 8月落户松阳以来，该企业研发了一款智慧灯杆，不
仅具备诸多功能，还能依据自身算法对道路进行病理分
析。

基于城光联链的技术支持，今年 2月，松阳启动数字
公路应用场景建设，建成全市首个数字公路项目一期（龙
丽线望松至北山段）并投入试运行，该路段安装了 220根
集太阳能照明、路面监控、数字公路雷达、远程喊话等多
项功能的智慧杆，全长约 3公里，实现全路段的远程预警
与监管。

与此同时，在县交通运输局，一个全新的数字智管中
心已经建成。未来，该中心将成为松阳交通运输全行业
的数据统筹归集与大脑，更是交通运输行业应急指挥与
数字化监管的大中心，实现国省道干线公路以及全县重
要桥梁与隧道远程可视化监管，具备高边坡以及避险车
道等危险路段与点位的自动监测、预警等功能。

在自动驾驶应用场景方面，松阳县还与北京百度智
行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并于今年初在松阳
建设了自动驾驶运营站，自动驾驶零售车、清扫车、安防
巡逻车等相继在该站点投入使用。

优质项目的落地，为松阳经开区生态工业发展带来
了无限活力。

自 2019年起，松阳经开区已落地涉及综合交通产业
项目近 40个，总投资超 50亿元，初步形成以科马摩擦、瓯
江实业等企业为基础，以城光联链、光粒科技、新石器、深
圳荆虹等企业为突破口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很显然，经开区正成为松阳县打造智能制造新城“金
名片”的主战场，更精彩的好戏还在后头。

回望松阳工业园区的发展历程，有“工贸
长廊”“工业小区”的艰苦开拓史，也有“工业
园区”“产业集聚区”的重要阶段，如今又迎来
了“浙江松阳经济开发区”的关键节点。

与省内发达地区相比，松阳产业实力较
弱、经济总量偏小，为了撕下这张旧标签，松
阳发力探索生态工业发展之路，但潜能释放
不足、绿色发展不充分等短板，仍长期牵制着
前进的步伐。10 年来，松阳始终保持着发展
的初心与定力，找到了一条适合山区县发展
的路径——“打造出以综合交通产业及高端
不锈钢产业为主导的‘2+X’的生态工业产业
体系”，从而逐步形成与发达地区“同台竞技”
的竞争优势和发展胜势。

松阳经开区的生态工业发展，也曾一度
面临布局合理性不足、园区定位不明确、园区
集约用地不平衡等问题。作为实体经济和产
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产业平台是推动经济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坚实后盾、加速产业集聚
的战略支点。回顾松阳经开区10年来的快速
发展，新平台承载生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作
用重要且直观。

与此同时，松阳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通过传
统产业与互联网等业态融合，达到产业链、供
应链上下游的协同互动，可以实现“一次投
入，拉动一系列反应”的产业“乘数效应”。不
锈钢管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坚持创新
驱动，以国内大院名校、科研机构为合作平
台，可以引领行业向设备智能化、产品高端
化、管理精益化方向发展。坚持数字赋能，加
快构建不锈钢管工业互联网平台，则可以为
企业链接生产端与消费端，进而服务供应链
全过程。

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就能把握未来发
展的主动权。近年来，代表高科技的智慧交
通产业正在松阳蓬勃发展——一批批智慧交
通领域科研机构、研发生产企业不断落地；在
穿城而过的松阴溪旁，互联网大厂的无人驾
驶汽车已在行驶；全长数公里、由数百余根智
慧路灯组成的数字公路已经建成……在这座
浙西南山区县城里，未来已来。

如何打造一个工业强区
■本报记者 付名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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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松阳经济开发区的昔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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