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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宁波大雅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连接多笔大单，企业加班加点赶工
忙。“我们的‘拳头’产品是车辆液冷系统
冷却管路的连接器，产值增长较快。”企
业负责人介绍道。

这个“小小连接头”是解决新能源汽
车“充电难”问题的法宝之一。最近，“大
雅汽车”持续投入 1000 余万元，购买自
动化设备进行新能源汽车快换冷却接头
技术改造，预计全年销售额增幅将达到
50%。

“大雅汽车”一路狂飙，是宁海县黄

坛镇工业经济“开门红”的缩影。
作为工业大镇，实体经济是黄坛制

胜未来的根基所在、优势所在、底气所
在。去年该镇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300
亿元，同比增长9.41%，完成规上工业增
加值56.8亿元，同比增长5.2%。今年以
来，宁海黄坛镇吹响“抓经济”的冲锋号，
以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打出一套“稳增
长、扩投资、促转型”的“组合拳”，交出工
业经济高分答卷。今年 1 至 2 月份全镇
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41.08 亿元，同比
增长 21.78%。工业投资实现 3602 万

元，同比增长47%。
抓经济，先抓服务。黄坛镇倾力当

好“店小二”，做深做实“三服务”，为企
业发展保驾护航。今年，该镇全面深化
助企纾困，采取“专员联系+专班服务”
的一对一模式，围绕“惠企政策落地兑
现”“统计业务指导”“企业诉求协调处
理”等方面工作持续发力，解决企业发
展难题。

企业扩能提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
用大，这也成为黄坛镇工业经济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之一。该镇着力构筑以文
具、阀门为龙头，其他领域协同发展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推进产业革新，引导
企业加大技改投入，逐步加快“机器换
人”步伐，预计 2023 年规上工业产值在
300亿元基础上增长10%，近330亿元。

在宁波华成阀门有限公司，有一款
产品“消防测试阀”，用上这个阀门，不
用打开水管，就能测试出水压、看水
流。“独家款”一上市，便斩获三个集装
箱柜的订单，预计今年产值可达到 500
万美元。这几年，“华成阀门”每年投入
6000 万元研发费用，至少开发 50 余款
新品，而且新品的销量都不俗。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市单项
冠军示范企业，“华成阀门”还组建了省
级企业研究院和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
开发中心，不断攀高攀新。

黄坛镇为推动企业提能级，重点抓
好市“大优强”、县“215”等企业培育，持
续推进政策、服务、资源向“专精特新”
产业聚焦集成，指导太中实业入选县

“215”企业，推动得力科贝、万佳宁家居
两家企业入围市级专精特新企业，助力
得力集团获得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浙
江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浙江省内外
贸一体化“领跑者”、浙江省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等荣誉。同时，扶强扶优，培育

得力、华成、华平等“215”工业企业，壮
大扶小，形成“大带小、小促大”的抱团
发展格局。

增强投资对经济发挥着关键性拉
动作用，黄坛镇不断挖掘自身潜力、做
大投资总量，抓住关键精准发力，梳理
18 个 500 万元以上工业投资项目，形成

“策划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滚
动发展态势，让投资“马车”跑出加速
度。

近日，黄坛镇投资项目好消息频传：
得力、华成数字化车间项目相继竣工投
产；得力办公智能设备生产线项目已完
成地下室建设；总投资 3.15 亿元的溪边
安置小区项目开始主体建设⋯⋯一个个
项目的落地是黄坛镇“投资”成绩单中的
重要一笔。

黄坛镇还以工业集聚区治理为契
机，高起点推进辛岭工业园区、杨家工业
集聚区改造提升，有效推进闲置、低效工
业用地整治，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同时谋划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加
快推进小微产业园建设，吸引优质企业
投资落户。

目前，总投资 3.9 亿元的黄坛镇小
微 产 业 园 项 目 正 在 全 力 推 进 政 策 处
理。该镇实施点对点紧盯、一对一服
务，抓好抓实全镇工业治理 10 个建新
项目：华盛金属新建厂房已竣工投产；
安博精密新建厂房已主体结顶，等待
验收；捷扬机电、丽涛拉丝等企业建新
项目已于 3 月开工建设；全力推进大
唐 地 块 等 5 个 企 业 建 新 项 目 前 期 工
作。

“工业经济‘进’的态势在持续，‘新’
的动力在增长，‘好’的因素在累积。”黄
坛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黄坛将坚
持实业强镇不动摇，奋楫扬帆，培厚工业
强镇优势。

（图片由宁海县黄坛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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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黄坛“三轮驱动”工业经济扩能提级
陈 醉 葛主铨

这两天，宁波唐塑日用品制造有限
公司喜提厂区“二次开发”方案规划许可
证，审图后便能办理施工许可证，马上开
工改造。

“唐塑”公司主要生产塑料日用品，
产品生产以“秒”计算。车间里，一台台
电动注塑机正在高速运转。“人家做一个
相同的产品10秒、8秒，我们只需5秒、6
秒就能完成，竞争力就在于‘手速’上。”
公司总经理汤杰说。

这样一个“宝藏”企业，曾受土地
因 素 制 约 ，产 能 无 法 满 足 需 求 。 如
今，汤杰算了一笔经济账：“改造投资
2553 万 元 ，但 可 新 增 厂 房 面 积 9789
平方米，每年可增产 30 万箱，新增产
能 4100 万元。我们去年就订购了大
量生产可降解塑料餐盒的设备，只等
扩容完成就切换主产品，将企业的产
能 逐 步 投 放 到 环 保 可 降 解 的 赛 道 中
去。”

企业发展空间受限，是不少地域经
济发展共同的瓶颈。以三七市镇为例，
在新一轮的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中，“十四
五”期间的产业用地基本为零，这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工业经济发展。

去年，该镇提出深挖空间潜力，在谋
求存量空间发展上下足功夫，制订和出
台了精准实施工业项目“二次开发”相关
政策办法，一方面以转型升级腾笼换鸟
为导向，通过“亩均绩效考核”、智能化数
字化改造两大抓手，关停并转低效企业，
打造数字车间、智能工厂。另一方面，坚
持以需求为导向，以老破旧厂房改造、企
业增资扩产为两大抓手，推动需求企业
就地更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抓住‘二次开
发’，也就因地制宜地抓住了我们全镇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三七市镇相
关负责人说。

政策出台后，三七市镇还专门成立
项目小组，工业副镇长为组长，配备组员
5名，并结合“8718”三七市窗口平台、镇
商会等力量，下沉一线走访调研，开展意
向企业排摸工作。

截至目前，该镇已累计排摸意向企
业 30 多家，15 家企业将实施“二次开
发”，其中，5 家已开工建设。据测算，这
些企业在零土地的基础上，预计新增厂
房面积 14.3 万平方米，新增年产能 9.86
亿元，拉动工业计划总投资 3.29 亿元。

“二次开发”腾出空间，腾出发展新机，为
当下三七市镇放开手脚全力“拼经济”，
不断提升镇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赢得
了新机遇。

近年来，三七市镇推动企业研发
投入纳入“亩均效益”综合评价，创设

“十佳研发企业”评选，建立“红黄绿”

研发投入亮灯季报，对研发投入正增
长企业给予政策倾斜，进一步激励企
业创新突破。今年以来，规上企业研
发 经 费 投 入 4394 万 元 ，同 比 增 幅
24.77%。

坚持创新驱动“大方向”。为推动
企业在科研上攀高攀新，该镇还广泛

征集企业技术难题和项目需求，帮助
企业对接高等院校、研究所、创新服务
综合体，促进产教融合，加快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移转化。截至目前，
帮助 15 家企业达成合作 21 项，如促成
宁波三磁磁性材料公司与中科院材料
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开发项目，日安精

工公司与宁波财经学院签订产学研联
合工作协议书，北野拖拉机制造公司
与浙江大学合作开展智能中小马力拖
拉机自动换挡变速箱及无人驾驶拖拉
机研制。

激活科技引领“源头水”。三七市
镇积极响应《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攻坚行
动方案》，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后备库，通
过加大入库企业在科技项目申报、优惠
政策扶持等方面的倾斜力度，吸引企业
入库。对入库企业实施“一对一”培育，
助推企业加大投入，充分挖掘产能，扩
大经营规模，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
值。据统计，该镇在库省科技型中小企
业数量 62 家、余姚高企培育企业 14 家，
预计到今年年底，该镇高新技术企业将
达 20 家，占规上企业数量 40%以上。
另外，三七市镇扶持企业加速创建“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以宁波可
可磁业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科立磁性
材料有限公司等为首的“龙头效应”，正
带动一整个磁性材料特色产业形成品
牌效应，全镇在册磁性材料企业总数达
27家。

开局焕新机。数据显示，去年该镇
完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8.5 亿元，同比
增长35%，今年1—2月份全镇完成工业
投资2500万元，同比增长184%。

（图片由余姚市三七市镇提供）

向内挖“土地”潜力 向外引“科技”活力

余姚三七市工业企业谋划发展新蓝图
陈 醉 劳超杰

举目已觉千山绿，宜趁东风马蹄疾。
当下，在象山港跨海大桥一侧，桩基

隆隆，宁波市域铁路象山线建设火热。
随着这条铁路的建设，贤庠镇成为象山
融入宁波城区“桥头堡”。凭借良好的区
位优势，贤庠镇正在高质量发展建设滨
海工业中心镇的道路上踔厉前行。

推进项目强底气

这几年，贤庠镇不断拓展产业，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贤庠镇重点围绕
项目落地大抓临港产业，打造具有竞争
力的临港产业集群，促进临港产业发
展；大抓企业提质，实施企业梯度培育
工程；大抓精准招商，依托港口岸线资
源优势，立足大平台、用好大通道、招引
大项目。

工业经济承压逆势增长。去年，贤
庠镇全力稳定企业发展，提升营商环境，
有效克服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完成工业
规上总产值57.8亿元，同比增长10.1%，
新增规上企业6家。

头部企业稳定大局。该镇培育的 6
家头部企业与 45 家规上企业发挥支撑
作用，全年规上企业增加值 13.38 亿元，
同比增长 9.8%。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成
功认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家、新增高新技

术企业7家、省级企业研发机构2家。
拼经济，招商是重要工作。今年，贤

庠镇锚定工业强镇发展定位，主动承接
海洋经济临港装备高成长性项目，打造
有竞争力的临港产业集群。抓细抓实招
商引资的全流程、全要素，跟踪对接邦威
泵业、台准机械、利奇赛德等优质项目，
力争签约亿元以上项目5个，同时，加快
推进太一新材料、金氏实业等签约项目
的动建。

同时，贤庠镇按照“培育一批、发展
一批、储备一批”，抓好企业扩产升位，
推动日月精华、新篁生物、易森机械等 6
家企业上规；主动靠前助企纾困，力争
全年新增太一新材料、明凌科技、宇润
重工等 7 家亿元企业，塑造实体经济集
群优势；抓住项目争速关键点，加快伊
特科技、樟和装备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发
建设，促进灵峰二期、金汇二期等续建
扩大产能，力争实现全年规上工业总产
值65亿元。

乡村颜值变“产值”

如何利用环境优势，让群众端起“绿
饭碗”，吃上“生态饭”，是贤庠镇党委政
府一直在探索思考的问题。这几年，该
镇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引领，
突出抓好精品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

济、特色餐饮等美丽经济新业态，积极探
索海洋生态资源价值转换路径，创新开
展海上“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精心
打造滨海都市新消费场景。

走进象山贤庠镇青莱村，俨然一幅
秀丽的乡村画卷：民居错落有致，树木挺
立两旁，柏油路穿村而过。看潮起潮落、
赏跨海大桥、观风车公路⋯⋯这个滨海
小渔村独有的颜值，成为外地游客向往
的“诗和远方”，乡村颜值由此华丽“变
现”。

近年来，青莱村坚持党建引领，积
极推行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汇
聚乡贤力量，盘活乡村资源，走出了一
条具有青莱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围
绕资源开发，该村通过“三改一拆”专项
行动，针对违建、“一户多宅”、破旧危房
等情况进行系统排查、分批处置，拆除
了约 5000 平方米的违建和危房，腾挪
盘活集体存量建设用地近 6000 平方
米。获颁全省首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不动产权证。村集体享有所有权，农户

享有资格权，将经营权流转给投资商，
全力保障开发投资者、村集体和农民三
方利益。

依托“未来乡村”创建契机，青莱村
多次召开乡贤参事会，捕捉微旅游热度
持续走高的新机遇，积极探索资源入
股、资金入股等多种合作形式，深入推
进都市乡村新消费场景打造。继招引
西坡高端精品民宿后，先后投入 400 多
万元完成了炮台山环村游步道建设、海
岸线整理改造和草坪铺设，引进象山最
北营露营基地。目前，正积极建设游客
服务中心，加快推动海边咖啡馆等项
目建设，构建青莱十步一景、四季皆美
的美好蓝图。如今，“老房与海”的乡村
美景已初具雏形。

而在贤庠镇碶头陈村，“沉睡资源”
被激活，生态资产成为富民资本。近日，

“浙东婚俗文化馆”正式开业，该文化馆
以“十里红妆”为内容，展现了明清、民国
时期浙东婚俗文化。

眼下，正是油菜花开时节，碶头陈村
的凤鸣苑花园餐厅生意火热。四合院构
造的房子透着古朴，中式风格在这阡陌
交错的乡村中相得益彰。

据碶头陈村支部书记白源延介绍，
凤鸣苑前身是文化礼堂，用来承办村里
各类活动。但自从新的文化礼堂建成投
用后，这里便闲置下来。2021 年开春，

该镇依托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激活“沉睡资源”，将闲置老屋出租承包，
投资150余万元打造了碶头陈村凤鸣苑
花园餐厅，占地面积 700 平方米，去年
11月正式对外营业。

“打破围墙”，将周边资源“串联”起
来。去年以来，该镇整合“商贸+旅游+
文化”资源，打造碶头陈光影夜经济项
目，充分利用碶头陈区域“青年驿站”“凤
鸣苑花园餐厅”“景观绿道”“亮丽灯光”

“乡镇书吧”等，逐步开发“夜食”“夜读”
“夜游”“夜健”等特色主题夜间休闲消费
活动场景，不断丰富夜间消费“菜单”，点
亮消费新业态，真正把“风景”变成“产
业”，将“颜值”转化为“产值”。

推动产业提质 加速“颜值”转化

象山贤庠高质量建设滨海工业中心镇
赖园园

推动产业提质 加速“颜值”转化

象山贤庠高质量建设滨海工业中心镇
赖园园

（图片由象山县贤庠镇提供）

智能制造

三七市镇集镇鸟瞰图

青莱露营基地

大型设备出海

黄坛镇企业智能化生产车间一角

黄坛镇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