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从新仓镇三
叉河村的三欣惠农科技农业园传
来好消息，草莓的长势十分喜人，
工人们正在修剪草莓枝条，为接
下来的生长腾出更多空间。“我们
的草莓预计在 12月底就可以采
摘上市了，到时候入股的低收入
农户也将收到他们的第一笔共富
资金。”三叉河村党委书记平建国
说，莓莓甜园产业共富项目从今
年9月份启动，该项目通过“固定
收益+实际收益分红+劳动增收”
等增收方式，每年带动低收入农
户增收 20.16万元，户均年增收
800多元。

传承“新仓经验”、创新“三位
一体”，以“结合”为核心，共建合
作共享体系，新仓镇持续探索共
同富裕新模式。日前，新仓镇率
先成立由友联村、三叉河村、石路
村、双红村组成的产业融合党建
联盟，将党建统领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作为农民致富的重要
抓手，形成了组织共建、资源共
享、发展共赢的良好局面，为创新
发展“新仓经验”，助力乡村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

据悉，友联村、三叉河村、石
路村、双红村四村是新仓传统的
农业大村，各类农作物面积达到
4.7万多亩，是全市芦笋、西甜瓜、
蘑菇等产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强
村抱团”促发展一直是新仓镇的

特色，联盟成立后，四村围绕创新
发展“新仓经验”，以党建工作一
体化推动产业发展一体化，在组
织联合、发展联动、产业融合等方
面持续发力，不断推动新仓镇共
同富裕建设、激活乡村振兴发展。

完善组织联结，为乡村振兴、
产业共富提供最坚实的保障。“以
党建为引领，我们形成了‘1+4+
X’的组织体系，并通过联席会议
等方式，统一思路，整合资源，多
途径、多领域助力乡村产业发
展。”新仓镇党委委员王臻说，他
们以组织融合促进产业融合。通
过加强产业全域布局，聘请第三
方专业组织制定联盟全域产业发
展规划，突出稻鱼综合种养产业，
提升石路村葡萄、蟠桃等水果产

业，集聚友联村、双红村蔬菜种植
业，升级三叉河村蔬菜加工出口
全产业链，实现规模化经营，打造

“C”字形东乡田园产业带。同
时，推动土地整村流转，打破村域
土地经营边界，探索跨村规模化
经营。

另外，四村还通过加强市场
抱团对接，打造规模产业农合
联。“通过抱团发展，我们的产业
形成整体，发挥出‘1+1’大于2的
效果。”王臻说，围绕提升产业市
场议价能力，组建规模产业农合
联，例如在芦笋产业上，今年整合
四村 6家芦笋产业种植户，组建
芦笋产业农合联，建立产—供—
销一体化体系，集中建设储藏冷
库、统一包装，通过同餐餐乐等主

体合作等模式，将产品直供市场，
让农户整体价格提高了 8%。在
抱团发展的同时，新仓还注重品
牌的整体塑造，进一步提升农产
品的附加值，增强区域影响力。

“我们将继续紧盯产业发展，
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进一步
以党建聚合实现区域联动发展。”
王臻说，他们将通过整合特色农
业产业资源等要素，强化联盟合
作，形成组织强、产业旺、农民富、
品牌亮的生动实践，为创新发展

“新仓经验”赋予新的内涵。

■记 者 林旭东
通讯员 郑凯欣

传承“新仓经验” 创新“三位一体”

新仓合作共享探索共同富裕新模式

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以来，平湖第一时间确
定全面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作为全市首位战略，明
确了发展方向、明晰了发展路
径。这三年里，平湖坚决落实首
位战略，坚持全市域、全方位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内提能级、
对外强拓展，跑出了融入一体化
发展的“加速度”，展现了融入一
体化发展的“新作为”。这三年，
也成为平湖经济转型发展的三
年，平湖城乡面貌蝶变的三年，平
湖民生福祉增进的三年。

新闻回放：2021 年 11 月 21
日，位于我市独山港洋面上的浙
江省重点建设项目——浙能嘉兴
1号海上风电场74台风机实现全
容量并网发电，该项目总装机容
量为301.2兆瓦，刷新了浙江省海
上风电投产项目装机容量纪录。
自今年 2月首批机组并网以来，
嘉兴1号海上风电已累计发出清
洁电能1.37亿千瓦时。

亮点综述：以浙能嘉兴1号、
华能嘉兴2号为代表的海上风电
场项目，是我市当下正在推进的
标志性项目之一。项目的建设，
是我市发展清洁能源的重大突

破，将有效推动我市落实“双减”
措施。

如何更好地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平湖给出的答案是以重
大项目为抓手，开创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以全面接
轨上海、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为首位战略，我市已连续两年实
施“3510”工程，主要是融入 5大
片区，包括积极参与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南向拓展带建设定；共建
5大载体，包括共建张江长三角
科技城等；协同5大产业链，主要
是补数字产业链、育航空航天产
业链等；10大标志性项目，则涵
盖平台升级、福祉增进、交通建设
等方方面面。

“3510”工程实施两年来，实
现重大突破。列入去年第一批
标志性项目的长城汽车项目，已
实现了整车批量生产，今年产量
已突破 2 万辆。除了整车生产
之外，长城汽车平湖研发中心也
于 2021年 3月举行开工仪式，项
目总投资达到 62亿元。一切盯
着项目看、一切围绕项目转、一
切扭住项目干，以标志性项目为
龙头，平湖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步子迈得更快、迈得更稳。
截至今年 10 月，平湖连续两年
实施的 20 个标志性项目，完成
年度投资 96.716亿元，完成当年
度计划投资的 90.86%，远超序时
进度。

新闻回放：2021 年 11 月 19
日，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三周年浙江省系列主题活动启
动仪式举行，会上发布了全省首
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佳实践名
单。平湖金山联手打造的浙沪

“田园五镇”乡村振兴先行区在全
省众多一体化先行实践案例中脱
颖而出，成功入围全省第一批 15
个最佳实践。

亮点综述：“田园五镇”建设，
是平湖金山两地对乡村振兴的共
同探索，于2019年3月启动，包括
沪浙毗邻地区的上海金山廊下、

田园五镇：开辟乡村振兴新路径项目引领：打造能级提升新抓手■记 者 胡佳英
通讯员 周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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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平湖客户端

■记者 金睿敏

■记者 胡佳英 通讯员 倪燕勤

本报讯 12月11日上午，伦特仪表（浙江）有
限公司举行开工奠基仪式，标志着平湖经济技术
开发区数字经济矩阵新增一员“大将”。项目计
划于2023年年初投产，年产核电堆芯温度传感器
15万台、中子探测器 3000台，待全面达产后预计
年产值可达5亿元。

据悉，项目投资方浙江伦特机电有限公司创
建于1983年，专注于温度传感器细分领域39年，
已成为国内该领域第一的龙头企业和行业标准
的制定者。公司专业研发制造温度传感器、双金
属温度计、压力表和核电站堆内探测器等控制仪
表，其中生产的核电堆芯温度传感器打破国外垄
断，实现了国产化，并对标艾默生、霍尼韦尔等全
球工业巨头。公司有30多人的研发团队，设有市
级技术中心和院士工作站，拥有有效专利 70余
项，其中发明专利10项。在平投资项目未来将作
为公司总部和上市主体，专注生产用于汽车、化
工等工业领域的中高端温度传感器，项目注册资
本1.5亿元，总投资2亿元，总用地面积25.8亩，还
将研发生产国家重点科技专项——核电堆芯温
度传感器和中子探测器。

平湖经开又一
数字经济项目奠基

■记 者 高 洁
通讯员 张其良 张丹燕

本报讯 老旧的厂房被机器
推倒，一台台报废机器设备被拆
除运走……近日，在独山港镇金
桥集镇工业点，成片的地块正在
进行土地腾退。“推倒”“拆除”这
些看似冰冷的字眼，实则是在为
这片土地带来“新生”，以破竹之
势开启了产业发展的“焕新之
路”。

随着高新产业迅猛发展和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有的企业因种
种原因失去竞争力，逐渐被市场
淘汰。与此同时，部分新兴产业
又因用工、土地、融资等问题而发
展困难。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
下，如何盘活低效用地，从而实现

产业的转型升级、项目建设的换
挡提速？今年，我市统筹“两高一
低”专项整治和低效土地腾退，创
新实施了成片土地开发腾退工
作，金桥集镇工业点占地面积
134亩的地块，就是全市9个成片
开发腾退地块之一。

据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独山
港镇）产业科科长李月萍介绍，金
桥集镇工业点是“低小散”企业集
聚点，这次腾退的7家企业中，涉
及的行业包括服装、包装、喷塑、
童车加工等，整体呈现“低散乱”
的经营现象。土地腾退后将建设
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司三期聚酯
项目，以“腾笼换鸟”的形式为这
片土地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连片土地的腾退成了独山港
“腾笼换鸟、筑巢引凤”的生动剪

影，中嘉华宸能源有限公司和平
湖市德长环保有限公司两大企业
的腾退，则是独山港“下大决心、
花大力气、有大动作、出大成效”
的真实写照。

中嘉华宸能源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6年，占地面积 538亩，
是独山港镇第一家投运的化工
企业。该企业于 2015年开始出
现债务危机，债权 50亿元左右，
自 2019年开始公司基本处于半
停产状态。2020 年 11 月，平湖
市人民法院正式批准其重整方
案，由浙江独山能源有限公司对
其进行重整。目前，中嘉华宸能
源的原有设施设备已拆除完毕，
该项目的腾退将腾出用电量
4706 万千万时，年腾出用能量
26000吨标煤。

“该地块拆除后将建设浙江
独山能源有限公司三期 PTA项
目，该项目是平湖市首个超百亿
元投资的项目，在原中嘉华宸能
源的地块上将建设年产400万吨
的 PTA 装置，预计投资达 75 亿
元，建成投产后新增产值将达到
200 亿元，真正实现了‘脱胎换
骨’。”李月萍说。

另一家腾退的企业——平湖
市德长环保有限公司，是一家“高
能耗、高排放、低产出”的企业，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两高一低”企
业。其经营范围包括生活垃圾、
农业废弃物的焚烧发电，但近年
来，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现在的垃
圾处理需求已不相匹配，所以被
列入了“两高一低”企业整治清
单。企业自今年 5月开始拆除，

目前已腾退完毕，预计年腾出用
电量2662万千万时，年腾出用能
量13799吨标煤。

据悉，独山港今年计划腾退
土地面积 823亩，完成量列全市
第一。破除低效供给、腾出发展
空间，在变“废”为“宝”的同时，更
实现了“双碳”时代的动能转换。
除了“腾笼换鸟”，独山港也积极
鼓励传统企业转型，通过兼并重
组、股权转让、合作开发等方式有
效盘活低效闲置土地，多措并举
为独山港产业转型升级、蓄势腾
飞下好先手棋。

盘活低效用地 产业转型升级

平湖平湖““腾笼换鸟腾笼换鸟””换出发展新动能换出发展新动能

■记者 居丹荔 通讯员 倪 颖

本报讯 近日，全国县域经济专业智库社会
组织——中郡研究所完成并发布了《2021县域经
济与县域发展监测评价报告》，揭晓第二十一届
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前100名县市等监
测评价结果。在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前100
名榜单中，平湖位列 27位；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
力前100名榜单中，平湖位列36位。

两张榜单中，平湖双双跻身前 50强，这离不
开我市多年来的守正创新与精业笃行。近年来，
我市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不断发展和探索，逐
步构筑了产业特色鲜明、空间布局合理的平台体
系。今年以来，我市又持续深化首位战略和“四
大工程”，加快建设“重要窗口”最精彩板块的新
崛起之城，一批又一批项目签约落地，使得经济
发展稳健有力，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呈
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经济蒸蒸日上的同时，我市的环境面貌也
在不断优化提升，全国文明城市、省森林城市、
省 4A 级景区城等一张张城市新名片纷至沓
来。如今，城市公园化，乡村花园化，城乡统筹
发展均衡化……模糊了城镇与乡村的边界，但
却擦亮了我市的美丽底色，百姓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与日俱增，实现了“人在城中，城在景中”
的美好愿景。

平湖进入县域
综合发展全国榜单

新闻点：从破旧村庄到网红打卡地
新闻事：高久浜美丽蝶变
行走间，错落有致的白墙黑瓦撞入眼帘，小

小的村落面朝稻田，背倚绿水，转角处的小公园
内还有一个连心亭。闲暇时，三五村民聚集在
此闲话家常，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在眼前缓缓
铺开……这是广陈镇高新村的高久浜，从往日的
破旧村庄，到如今的网红打卡地，经历了多次蜕
变后的高久浜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曾经的高久浜，河水污染，河岸绿化杂乱无
章，电线高高悬挂在空中，村民房前屋后也都是
乱堆放，村里环境脏乱差。而现在走在高久浜的
各条小径绿道上，满眼的绿色景观从不缺席，虽
已是初冬，但抬头赏景的美好生活近在咫尺，行
走其中，树木天然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入目皆
是满心欢喜。“结合高久浜的具体情况，我们以需
求为导向，科学合理进行村庄发展定位，统筹谋
划乡村发展蓝图。”高新村党总支书记吴娟说，全
域秀美整治，环境提升是基础，为此高久浜进行
全域规划，完成了水系整治，还河道水清岸绿，进
行了弱电线路上改下，消除“空中蜘蛛网”，开展
了景观提升，将微公园搬到家门口，打造了优美
庭院，实现家家户户有风景。

在改造的过程中，高久浜坚持生态优先，没有
对村庄的原生态环境进行大改变，而是在沿线保
留竹林等原生态环境，梳理杂乱绿化，打开滨水景
观面。同时，融合红菱文化等特色进行节点打造，
步步为景，营造悠然、舒适、富有乡村气息的滨水景
观带。此外，为了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高久浜还在
村庄内设计了以居民悠闲健身功能为基础的高新
康体园，园内合理布设儿童活动、老年健身、草坪互
动、舞台剧场等功能区块，把城里的设施搬到了农
村，满足各个年龄阶段的村民户外需求，为村民营
造了运动健身休闲的良好环境。

“我们还深挖村庄文化，发挥‘红菱家园’品
牌效应，推动文化融入，以‘邻管家’为抓手，带动
村落治理。”吴娟说，形成良好的整治氛围才能
保持常态长效，为此，高久浜在建设过程中，融
入党建元素与红菱文化，通过“党建品牌+三网
融合、四级包干、五个连心”的网格化微治理新
模式，将党建文化
融入百姓生活圈，
铸就红色风景线。

从破旧村庄
到网红打卡地的蜕变

下转C2版

昨天，在广陈镇山塘村山
塘桥上，来自浙沪山塘联合党
支部的两地党员志愿者为往
来人员进行测温、查看健康码
和行程卡，提醒游客、居民做
好疫情防控措施，共同守护两
地群众平安。

■摄影 王 强 倪 颖

守护毗邻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