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项目建设 打造交通枢纽

专业“对症下药”优化营商环境

在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2024

年，石柱镇围绕“促纾困、送服务、问需

求”宗旨，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

力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积极扶持中

小微企业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

业经济稳步向好。

“我们组建了由市镇领导、人大代

表、联企干部 等 组 成 的 企 业‘ 问 诊

团’，深入企业一线，为企业排忧解

难。”石柱镇人大主席陈军晓说，市

镇领导凭借其战略眼光与丰富的统

筹管理经验，从宏观层面把控企业

发展方向，为企业排忧解难；人大代

表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了解企业所处

社会环境及潜在需求，切实保障企业

合法权益；联企干部则凭借与企业长

期的紧密联系，熟知企业日常运营

细节，能精准把握企业发展中的痛

点与难点。

组建完成后，“问诊团”迅速行动，

累计联系走访企业1100余家次，解决

企业需求230余个。他们穿梭于企业

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

优化改进辖区工业园区治理、管理模

式，推进下里溪、泉湖工业功能分区物

业服务微中心建设，积极协调各方资

源，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强人

才技能培训等惠企利企政策措施，

为企业开展技能培训 8 次，帮助高就

机电设备等企业协调解决扩产用地

难题，推进 12 家企业进行低效厂房

改造。

其中，在对玉林混凝土、高就机

电、奈铂恩工贸、澜峰电器等重点规上

企业走访调研时，“问诊团”了解企业

在知识产权保护、清廉民企建设、厂房

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情况，宣传优化营

商环境法规和政策，收集意见 12 余

条，督促解决问题12个。

“对症下药”的扶持带来了亮眼的

成绩。2024年，石柱镇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41家，全年规上工业产值23.66亿

元，同比增长 17.1%，规上工业增加值

4.33 亿元，同比增长 18.7%，增速排名

均居全市第一。1-12 月制造业投资

0.91亿元，同比增长190.28%，增速排

名全市第一。1-12 月固定资产投资

4.43亿元，同比增长36.95%；服务业投

资3.52亿元，同比增长20.53%。1-12

月限上零售业销售额 1.32 亿元，同比

增长 17.5%；1-12 月限上批发业销售

额5.68亿元，同比增长29.6%。

“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以推进新

型工业化强镇建设为核心抓手，持

续 关 注 投 资、生 产、消 费 等 重 点 领

域，补短板、扬优势、抓统筹，确保全

年经济发展保持强劲增长态势。”陈

军晓说。

为了实现新年新目标，该镇将朝

着三个方向持续发力——突出“强

链”，积极引领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

迈进，统筹推进先进制造业传统产业

焕新，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支持和资金

扶持，鼓励企业加大数字化投入，提升

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突出“补链”，

通过“一链一策”打通堵点、解决难点、

接通断点，打造一批细分领域的专精

特新、“单项冠军”企业；突出“延链”，

充分发挥其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的区位

优势，主动拓展产业链覆盖面，提升产

业链辐射带动能力，因地制宜培育现

代物流等特色产业。

项目就是区域发展的依托，有序

推进项目建设，就是为企业生产发展

和群众幸福生活不断“加码”。

自古以来，石柱镇就处于交通要

道，道路四通八达，是货物中转的重要

枢纽。在项目建设的版图上，石柱镇

精心擘画发展路径，强化组织领导，明

确责任分工，秉持高效理念挂图作战，

细化时间节点，优化服务保障，强化要

素支撑，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

力，多管齐下推动项目高效落地，让这

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不断涌现新的生机

与活力。

“2024年，我们围绕五金物流港、

‘污水零直排区’提质增效工程、东永

高速公路增设永康石柱互通工程、下

前线 G330 交叉口立交化改造工程，

做好政策处理等方面的工作，为项目

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石柱镇镇长朱

江浩说。

五金物流港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

重要枢纽，承载着整合五金产业供应

链、提升物流配送效率的重任，建成后

将极大地优化本地五金产品的流通环

节，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增强市场竞争

力；“污水零直排区”提质增效工程有利

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可持续发展；高速

互动工程和立交化改造工程的建设，将

有效缩短石柱与周边地区的时空距离，

加强区域间的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缓

解交通拥堵，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截至目前，五金物流港建设政策

处理和“污水零直排区”提质增效工程

已基本完成，东永高速公路增设永康

石柱互通工程、下前线 G330 交叉口

立交化改造工程等重点项目也已完成

前期准备工作。

除此之外，去年，石柱镇高标准建

成基层应急消防体系，紧扣“一专多

能、一队多用”的建站目标，加大财政

投入，做到统筹指挥到位、专业力量到

位、硬件设施到位，整合平安法治、安

监中队、专职消防队等力量，瞄准安全

风险排查和精准执法整改等关键部

位，实现应消工作从“各自为战”到“一

体联动”，全面统筹基层安全生产、消

防安全、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多

元化应急工作，使基层治理从“条线分

割”向“整体协同”模式大步迈进，实现

治理效能质的飞跃，获评金华市第三

批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建设“红旗

单位”。

新的一年里，石柱镇将立足“接轨

主城区的经济交通枢纽重镇”定位，充

分挖掘资源禀赋与人文内涵，持续发

挥石柱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重点打

造石柱省级湿地公园、下前线风貌带、

李溪沿岸风貌带及接轨主城交通枢纽

的“一园两带一枢纽”发展格局，做好

融城发展文章，不断提升城镇品质；积

极协调各方资源，确保东永高速公路

增 设 永 康 石 柱 互 通 工 程 与 下 前 线

G330 交叉口立交化改造工程、芝英

污水处理厂至华溪南侧污水主管网联

通工程及金华永康前仓110千伏输变

电工程顺利施工建设。

2024年的夏天，石柱镇池宅村稻

虾种养殖基地举办了首届稻田龙虾

文化嘉年华，集农耕文化、民俗表演、

国潮音乐、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龙虾文

化盛宴不仅给游客们留下了好玩、好

吃的深刻印象，更是展示了该镇在探

索农文旅融合共富发展中的成果。

在以“虾红稻绿 一池共富”为主

题 的 首 届 稻 田 龙 虾 文 化 嘉 年 华 的

“‘虾’路相逢勇者胜”龙虾厨王争霸

赛里，大厨们现场烹饪美味龙虾，让游

客们大饱口福；“稻香虾美 相约池宅”

稻田欢乐跑让跑步爱好者们沿着田园

游步道，一边奔跑一边欣赏自然田园

风光；“快乐一‘虾’”龙虾垂钓王争霸

赛让参赛选手体验钓龙虾的乐趣；

“回‘稻’童年”农耕文化研学让孩子们

增长了传统农耕文化的知识⋯⋯一系

列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打响了池宅龙虾

品牌知名度，以龙虾为媒介，带动了当

地餐饮、农产品销售，让池宅村走出

了一条打造集休闲、研学、体验、创意

为一体的“生态农文旅”聚集区的“共

富路”。据悉，活动举办期间实现客

流量超3万人次，售出小龙虾3000余

公斤，现场销售额达12万余元。

除了“无中生有”的新稻虾文化，

今年，石柱镇对颇有盛名的石柱老街

婚庆文化的挖掘和创新十分让人期待。

“目前，我们正在筹备‘益满丽

州·石柱有喜’特色文化项目，以石柱

老街古代婚庆和石柱岩洽室外现代

婚庆为中心，打造石柱有喜 IP，推动

石柱婚庆活动移风易俗新风尚。”石

柱镇宣传委员任英豪说。

新的一年，石柱镇将坚持“育用

结合”的理念，积极吸纳不同领域的

优秀人才进入后备干部队伍，鼓励后

备力量“揭榜领办”产业培育发展、乡

村基层治理等重难点工作，形成“选

优配强、能上能下”的良性循环；推动

完善伟丰两头乌主题共富餐厅、肉麦

饼人才培训、研发中心，完善农文旅

融合链条，擦亮“伟丰两头乌”土特产

公共品牌，打造 2.0 版本的伟丰直播

共富工坊；加快省级投资 900 万元建

设的稻渔农事服务中心落地，持续擦

亮池宅稻虾养殖共富工坊“稻虾共

养”品牌。

融媒记者 何悦

深挖文旅潜力
绘制特色名片

过去一年，石柱镇始终怀揣着积极进取的热忱，在工业经济板块全力奋进，在项目建设方面稳扎稳打，在文
旅领域精心雕琢，凭借一系列活动以及行之有效的举措，在多个领域收获了丰硕成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动力，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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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型工业强镇 培育特色文化产业

石柱镇交出创新型活力发展答卷

“问诊团”走访企业 首届稻田龙虾嘉年华 打造石柱有喜 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