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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去年以来，
开发区以开展“环保十大行动”为主抓手，倡导

“生态环保、政府引领、全民参与”的理念不变，组
建了一支环保铁军，坚持标准上“严一点”，措施
上“狠一点”，行动上“快一点”，实效上绝不忽视

“一星半点”的工作思路，多措并举打出了“组合
拳”，为让开发区的天更蓝河道更清生态环境更
美持续发力。

“五金涂装行业废气治理”是市委市政府去
年的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开发区通过送技术、送
服务等形式，为 127 家列入五金涂装整治整改名
单的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依托“四个平台
建设”，落实全科网格责任制，邀请环保专业人
员，分层次、分批次开展环保工作培训，向企业普
及环保知识，宣传环保理念。开发区累计开展企
业环保专题培训 8 期，完成 12 大网格约 2000 家
企业的培训，企业主环保意识显著提高。截至去
年 8 月，首批 127 家五金涂装企业废气整治全面
完成并通过验收。

在“水文章”方面，开发区以全市开展“比学
赶超”治水督查竞赛活动为契机，全民再发动、全
域再排查、督查再整改，深入推进“五水共治”，突
出“污水零直排区”和“美丽河湖”创建重点，打响
黑臭水体排查整治攻坚战。

开发区依托网格开展“地毯式”排查，用脚步
丈量每一个黑臭水体，举一反三整改落实问题，力
求做到即查即改。对问题重大、整改缓慢、整治不
力的下发整改督办单要求整改，直至整改到位。
去年，开发区全面完成了 417 家企业雨污分流的
整治任务，发放工业企业排水许可证365本，为全
域“污水零直排”创建打下扎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开发区还点线面结合，通过通道
绿化、森林村庄创建、河道两侧及公园绿化等工
作，在“美丽文章”上下足了功夫。特别是结合近
年来的精品村、秀美村、森林村庄的创建，开发区
已形成“布点连线、覆盖全区”的美丽家园格局。

此外，开发区还以生态廊道建设为载体，投
资 1000 多万元，对辖区的环湖公园、酥溪东岸曹
园村段、芝英连接线、雅应村至堰头村道路等工
程项目进行绿化，新增绿化面积达 10 万多平方
米，大大提升了开发区的生态“颜值”。值得一提
的是，开发区酥溪两岸景观提升项目依托众泰汽
车小镇建设高品质打造的苏溪景观湿地公园，已
成了全市百姓休闲健身的“网红级”休闲场所。

回望过去这一年，时间书写了亮点纷呈的
“开发区故事”，而发展则给了这故事继续讲述的
力量。站在新年开篇，开发区仍将紧抓新机遇、
激发新状态、展现新作为，始终坚持追赶超越抓
发展，为实现“全面奔小康，永康新腾飞”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推进高质量发展 打造制造业新高地
——经济开发区2018年亮点综述

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忠实记录
着奋进者的步伐。过去的 2018 年，经
济开发区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围
绕继续打造先进制造业新高地的总要
求，一步一个脚印，推进高质量发展。

回首这一年，开发区怀揣着明确的
工作目标，强大的执行信念，扎扎实实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铆足干劲转方
式、调结构、促增长，亮点工作可圈可
点。从全力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到
全力推进小微企业园建设，再到全力提
升生态环境品质，开发区用砥砺奋进的
实际行动记录了产业发展的担当，描绘
了为民服务的情怀，见证了改革开放的
力量。

开发区作为我市工业经济主战场，企业高度
集聚，2000多家企业中，有规上企业176家，亿元
企业49家、100亿元企业1家、上市公司4家。

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的背景下，开发区创新驱动、稳中求进、多举措
发力，让智能制造、“两化”融合、品牌创建、股改
上市“赋能”实体经济，有效破解制造业企业的发
展痛点，有力推动由“制造”到“智造”转型，走出
了一条结构优化、动能增强、质效提升的高质量
发展蝶变之路。

在八大行业中，开发区去年除车业、休闲器
具业，其余六大行业均实现稳步增长，其中，门业
增长17.3%，增长形势良好。

在智能制造上，开发区共有 10 个改造项目
正在实施，总投资超过 16 亿元，设备投资 9.63 亿
元。以推动和落实这 10 个智能制造改造项目建
设为抓手，开发区加大政策处理和协调力度，推
动项目早入库、早开工、早投产,丰富质量内涵。

开发区持续开展“标准化+”行动，全面实施
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全力推
荐好企业的好产品参与品字标“浙江制造”标准
制定，充分挖掘产业行业的“第一”和“唯一”，以
标准提档带动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业层次的升
级，成就企业成为行业“标杆”。

随着去年全省第四批“浙江制造”标准制定
发布，全市主导和参与制定的 26 个“浙江制造”
标准中，开发区企业占了16个；全市21家企业获
得的 32 张“浙江制造”认证证书中，开发区企业
占了 13 家 23 张证书。而在新增的 48 个“浙江制
造”立项中，开发区企业也占据半壁江山，涉及电
动工具、小家电、保温杯、门业、技术装备等产
业。这意味着开发区一大批比肩世界品质的标
杆企业和优质产品脱颖而出，企业质量和效益显
著提升，品字标“浙江制造”品牌已成为助推企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去年，开发区获批成为“浙江省军民融合产
业基地”，企业迎来了军民融合产业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开发区积极对接，鼓励企业积极“参
军”，加快向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深度推进军
民融合发展。从王力安全门、丹弗生物基润滑
油、飞神野战指挥方舱，到世明光学警用一体灯
及自发光材料、飞剑钛金属保温杯⋯⋯开发区仅
去年就有 30 余家企业成为“军民融合促进会”的
会员，4家企业获得军工“四证”，形成了一股民企
积极“参军”的发展合力，大跨步迈入“深水区”。

此外，开发区“小升规”步伐加快，全年新增
规上企业 40 家，净增 26 家。新增德世、博大、超
人、珠峰气筒为省级“隐形冠军”培育企业，新增
49 家规下企业完成“专精特新”企业培育，375 家
企业完成了“企业上云”目标。

亮点一：
多举措发力
确保工业经济稳中求进

开发区 26.1 平方公里的规划区域已建成
19.6 平方公里，可开发面积十分有限。如何在土
地指标紧张、环境容量限制、人口红利消失的现
实下，拓展工业发展空间？开发区未雨绸缪，用
行动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开发区从小微企业建设破题，确定老工业区
提标改造、村集体留用地标准化工业开发“两条
腿走路”的方针，举全区之力，高起点、高标准建
设堰头和西朱小微企业园，拓展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空间。

堰头小微企业园主要涉及堰头村、炉头村和
荆山夏村。依托原堰头工业功能分区规模大、历
史久、制造技术工艺落后、隐患多、效益差等特
点，开发区坚持“刚性整治、推倒重来”的方针，对
该区块48户113家用地企业、16.3万平方米进行
集中清理，按照“高端规划、标准建设、配套完善、
高效利用”的要求分期推进，致力提升改造成一
个总用地面积 31.78 万平方米，“安全、规范、发
展、优化”的现代小微企业园。

立足堰头小微企业园规划面积大、企业多、
土地性质复杂、历史遗留问题难解决等问题，开
发区建立了精干强大的小微园建设工作组，由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胡文建主抓，各分管领导
具体抓，抽调 40 多名干部组建“重点工作突击
队”，统筹推进小微园建设工作。

去年 5 月 18 日，炉头村粮站区块首批约 2.25
万平方米的老厂房顺利拆除，打响了堰头小微企
业园拆迁的“第一枪”。在后续的签约、腾空、拆
迁工作中，小微园工作组人员放弃大部分休息时
间，充分发扬钉钉子精神，靠前服务、不分昼夜、
连续作战，主动消除业主政策疑问，聆听解决业
主难题，引导业主配合拆迁，加足马力推进堰头
小微企业园建设。

事实上，除了对堰头区块老工业功能分区的
提标改造，开发区还创出了村集体留用地标准化
工业开发的“西朱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西朱小
微企业园项目从确定开发建设方案到正式开工
建设前后仅用 9 个月时间，在全市小微企业园开
发建设中跑出了“加速度”，闯出了“新路径”。

开发区高质量利用西朱村现有 4.68 万平方
米村级留用地的规划用地，采取“股份筹资、集体
联建”的模式，总投资 1.2 亿元，按照小微企业园
的建设标准进行工业开发，统一规划、统一建设、
统一监管、统一验收，拟建成标准厂房 9 幢、办公
楼1幢，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

去年11月9日，西朱小微企业园破土动工，成
为我市首个正式进场开工建设的小微企业园。该
小微企业园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给村集体
和农户带来每年2000万元的收益，为西朱村振兴
乡村、建设美丽幸福家园奠定坚实基础。

亮点二：
“两条腿走路”
高标准建设小微企业园

亮点三：
打出“组合拳”
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

堰头小微企业园堰头小微企业园拆迁现场拆迁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