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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体化发展浪潮中，如何加强与

周边区域的密切联动？

既不抱怨“大树底下不长草”，也不

满足于“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是“最强

县级市”昆山给出的答案。

近年来，昆山大力推进“东接、西融、

北联、南协”发展策略，借此构建优势互

补、错位发展、多点支撑、整体协同的发

展格局，生动实践争当区域一体发展的

县域示范。

向东，昆山接轨上海。立足强大的

制造业基础和领先的产业链配套能力，

昆山持续深化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

城市群的产业链供应链融合联动发展，

紧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一批重大项

目落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能级提

升。比如，上海汽车产业核心零部件 1/3

供应商集聚在昆山；在全国首创针对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的昆山—上海科技

创新券，实现昆山上海财政奖补资金通

用通兑、专家技术资源无缝对接，盘活创

新资源。

向西，昆山融入苏州。围绕全面融

入苏州“环阳澄湖协调发展”战略，以

“生态+科创”为重点，奋力打造阳澄湖

两岸科创中心，并聚焦南北协同的先进

计算、生命健康、智能终端等产业集

群，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共同策

应吴淞江科创带建设。2022年，阳澄湖

两岸科创中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91.8

亿元。

向南，昆山协同推进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支持昆山旅

游度假区和锦（溪）淀（山湖）周（庄）协同

一体发展，打造江南文化样板区。

向北，昆山联动太仓，进一步发挥太

仓港优势，不断增强产业链安全和供应

链稳定性，并加快嘉昆太联动发展，携手

共建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做优做强

先进制造产业园区。

【记笔记】
从经济接轨“深一度”，到产业协同

“心一条”。昆山实践证明，不断提升协

同开放合作水平，推进技术、资本、人才

等资源要素跨区域高效配置，可以为区

域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既不“怨天

尤人”，也不“等着天上掉馅饼”，区域协

同发展之路千条万条，扎扎实实干好自

己的事始终是第一条。

株洲市党政代表团赴“长三角”考察见闻

浙苏皖行：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学什么？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周蒿

11 月 13 日至 16 日，
由市委书记曹慧泉率领的
株洲市党政代表团，带着问
题、伴着思索，先后奔赴浙
江、江苏、安徽 3省 4地学
习考察，探寻高质量发展
“密码”，为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5天的时间里，记者跟
随代表团一行深入示范乡
村、产业园区、企业、商贸
城、高校、科创中心等近30
个考察点，实地感受到“长
三角”地区蓬勃的发展态
势，聆听当地党员干部、企
业、群众“敢为、敢闯、敢干、
敢首创”的故事。

这些考察点为何与众
不同？哪些地方值得我们认
真学习？记者撷取了其中部
分，与读者分享。

早在 2005 年，合肥就提出了“工业立市、制造

强市”。这个思路一直延续至今。

“工业立市”首先瞄准的是家电行业。为了给

家电产业链补链，2008 年，合肥第一次向京东方伸

出橄榄枝。此后，合肥国资三次“四两拨千斤”撬动

社会资本参与京东方定增，不仅获得超 120%的账

面浮盈，还带动合肥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 2000

亿元，成为当地支柱产业。

以京东方项目为起点，合肥探索出地方政府

产业投资之路。十余年间，合肥投资引入长鑫、蔚

来等一批龙头企业……截至目前，以合肥建投、产

投、兴泰为代表的合肥国有资本已累计投向战新

产业超过 1600 亿元，带动项目总投资超过 5300 亿

元。

合肥——“最牛风投城市”名号也不胫而走。

不仅仅是投资龙头企业。如今，合肥投资招引

的方向还在向产业链前沿领域倾斜，精准挖掘产

业链上下游及前沿领域衍生投资机会，利用投资

的引导作用，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形成产

业集群。

在合肥，管行业必须管投资，每个部门、每个

区县、每名党员干部都要为合肥代言、都要能为合

肥代言。为此，从 2021 年起，合肥开设投资促进大

讲堂，每月举办一期，围绕新能源汽车、空天信息

等重点产业，通过邀请专家授课和现场学习相结

合的办法，培养了一批懂产业、懂资本、会招商、会

服务的招商队伍。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安创谷基金大厦，是区

域股权投资基金集聚区，这里有各类金融机构近

200 家，股权投资基金 162 支，基金规模 2175.52 亿

元，是国内单体基金集聚度最高的楼。

充分发挥“基金丛林”优势，合肥为科技企业

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支持——在企业初创期，

有天使基金、种子基金等介入；在企业初具规模

后，高新区会为企业引入产业基金、财政金融产

品，协助企业申请各类创新奖补等；在企业壮大

后，则通过股改政策、上市培育政策资金支持企业

上市。

【记笔记】
不是“风投”是“产投”，不是“赌博”是“拼搏”。

突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四链”深度

融合的合肥，正在激荡起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

大动能。

1. 义乌如何为企业降成本？

一个既不沿边也不靠海的内陆县

城，为何能“逆袭”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

高地、全球知名的“世界小商品之都”？

其中，既有 40多年如一日坚持将“兴

商建市”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也有在

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积极应对变局的新

打法。

考察过程中听到一个让记者印象深

刻的小故事：

义乌小商品出口种类多、单批数量

少，当地外贸企业为了降低运费，通常采

用拼箱的方式出运。但新的问题是，由于

拼箱货物是将多份报关单货物装在同一

个集装箱里，一旦箱中某批货物需要查

验，同箱的其他货物需要等该批货物全

部查验完毕后，才能再次一起装箱出口。

为解决拼箱出口掏箱难、查验找货

难、重新装运难等问题，义乌多次实地调

研后，创新提出了优化出口拼箱货物监

管流程、查验前置的改革思路。经过反复

论证，海关总署决定，在义乌率先开展

“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改革试点。

新模式下，出口小商品以散货方式

进入“集拼仓”，实现了同一集装箱内的

其他放行货物同时装运，互不影响。

这还没完。义乌还对“集拼仓”实行

入仓货物全流程信息化可溯源管理，通

过系统指令控制货物流向，减少货物反

复识别和搬运流程，进一步为企业降低

人工成本。

新模式让拼箱出口的物流更顺，通

关效率更高，更加贴合小商品出口需求。

根据测算，这项改革，一年就可以为企业

节约成本 6000余万元。

【记笔记】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

新者胜。近年来，县级市义乌坚持以“兴

商”改革为龙头带动全面改革，先后承接

了 30 多项国家级改革、40 多项省级改革

任务。小地方，只要有勇气，也可以有大

舞台、大作为。

“枫桥经验”如何与时俱进？2.
走进绍兴市枫桥镇枫源村，远远就

能看到“三上三下 民主治村”8个显目

的大字。

“三上三下”是指在村级重大事项

收集议题环节，群众意见上，干部征求

下；酝酿方案环节，初步方案上，民主

恳谈下；审议决策环节，党员审议上，

村民代表无记名投票表决下。最后实现

表决结果公开、实施方案公开、测评情

况公开，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

事民管。

“村里的大事决议、日常小事，每

一个环节都由群众一起来参与决定，矛

盾自然就能够在源头得到化解，大大提

高了乡村综合治理水平。”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骆根土说。

乡村治理，溯本枫源。在枫桥经验

陈列馆中，详细记录着“枫桥经验”诞

生、演进、发展的历程：上世纪 60 年

代，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

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

决”的“枫桥经验”；进入 21世纪，“枫

桥经验”成为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全

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经验。

在陈列馆，还展示了近年来全国各

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

动实践。辽宁沈阳牡丹社区的“三零”

工作法，福建明溪县“侨乡枫桥”解纷

工作法，四川成都武侯区的小区物业矛

盾“信托制”解纷工作法……一个个从

“枫桥经验”衍生而来的基层社会治理

工作方法不断涌现。

【记笔记】
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唯

书、不唯上、只唯实，适应新时代要

求，“枫桥经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

力，成为依靠群众进行基层治理创新的

代名词。

绍兴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3.
当前，绍兴正全力攀登纺织产业市

场高地、产业高地和科创高地。数据显

示，目前，仅绍兴柯桥区，就拥有纺织企

业 8000 余家，其中规上大纺织企业 887

家，2022 年实现产值 1296 亿元，是全球

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

中心。

从“一根丝”到“一件衣”。依托“产

业+市场”的独特优势，柯桥持续“补链、

强链、延链”，从上游的聚酯纤维、化纤原

料生产，到中游的织造、染整，再到下游

的服装加工、纺机装备制造等，打造出了

全国纺织产业链最完整、纺织产能最大、

专业市场规模最大的纺织产业集群，拥

有了完整的产业链和市场产销体系，实

现了“从一根丝”到纺织全产业链的跃

升。

“拿着最新设计图在柯桥转一圈，就

能买到纱线，找到代工厂、物流商。原辅

料备齐、机器启动，新品布料第二天便能

面世。”这是当地紧密型协作生产方式的

缩影。

2022年，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在

柯桥成立，从源头纤维端开始，成立高

端纤维材料与低碳制备等团队，研究纤

维材料先进制备技术；在中间印染环节

成立团队，专攻生态染整技术；在智能

制造领域，成立团队研究纺织智能制造

与先进复合材料；在未来纺织领域，成

立数字时尚团队，研究未来技术和发展

方向……

【记笔记】
音箱外壳、人造血管、航空航天材料

……这些都是绍兴纺织产业涵盖的内容。

目前，柯桥生产的先进复合材料已经运用

到航天航工、国防科工、交通运输等各大

领域。绍兴的传统产业转型实践启示我

们，传统产业转型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昆山如何不被上海“虹吸”？4.

5. “没咖啡”怎敢打造咖啡产业链？

不生产咖啡的昆山，如何打造出一条咖啡产

业链？

故事要从 2020 年总投资 1.56 亿美元的星巴克

中国咖啡创新产业园落户昆山说起。抓住这一机

遇，昆山第一时间成立服务咖啡产业项目工作专

班，打好引龙头、建载体、强集群、优生态等

“组合拳”，为项目落地及构建咖啡产业链条营造

优越环境。

短短几年时间，昆山引进了 30余家国际咖啡

头部企业，与 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咖啡生豆贸

易关系，占据了全国 15%的生豆进口和 60%的生

豆烘焙量，构建起集生豆贸易、平台交易、研发

烘焙、品牌销售、咖啡设备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这不是昆山第一次“无中生有”。

当年，昆山决定打造笔记本电脑产业链，虽

然引进了一些头部企业，但上下游的配套基本空

白。于是，当地干部在会议室里将一台笔记本电

脑拆成 1000多个零部件，所有零部件都摊在会议

桌上，然后逐项比对，看哪一项在昆山没有生产

的，就针对性进行招商。如今，昆山构筑了一条

总产值超 6000亿元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已然成为

世界第一大笔记本生产基地，占据全球市场份额

的三分之一。

不能等风口到了再做准备。元宇宙的近几年

的热门话题，昆山能做什么？

去年 9 月，昆山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

习“元宇宙技术应用及产业发展”；同时昆山首

次全程采用 VR （虚拟现实） 技术举办元宇宙产

业发展战略咨询会。今年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昆山干部便围绕“数字城市元宇宙”进行了专题

学习。今年 10月，昆山元宇宙产业园开园，首批

32家元宇宙企业正式入驻。

“我在全国各地听了不少元宇宙主题的会，

大部分在讲元宇宙是什么，只有昆山在讲元宇宙

产业是什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这样评价。

【记笔记】
新时代、新机遇，干任何事情，都需要“脑

洞大开”。坚持“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看准产业方向，继而大胆发力、

做深做精，不断强链延链补链，这是昆山制造业

腾飞的路径，也是敢为人先的昆山人的“创新密

码”。

一个研究院如何孵化300多家企业？6.
“发展动能靠科创，发展实力靠产业，发展生

态靠担当。”为什么合肥近年来能因创新力持续迸

发而成功破圈？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

华认为，这是因为合肥几十年如一日，持续优化创

新生态和优化产业生态。

在合肥市大蜀山西麓，有一座“X”造型的建

筑，代表着“未来和未知”。这里，就是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所在地。

这个集合中国科学院、中科大与安徽省、合肥

市四方强力支持建设的创新平台 2012 年成立，目

的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一线需求，破解了科研成

果停留在“象牙塔”的难题，打破了基础研究和产

品、市场之间存在的转移、转化障碍，让产学研无

缝对接，使科技成果早日转化为经济效益。

量子信息技术是合肥的“标签”产业。当大多

数人还不知道“量子”为何物时，合肥就敏锐预见

这一技术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应用前景，支持启动

了全球第一个大规模量子通信试验示范网。全球

前沿科技咨询机构 ICV 今年初发布的《首个年度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在量子信息这

一“硬核”科技领域，合肥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

纽约。而在量子信息领域企业排名中，我国共有 3

家企业入围前 20强，均为合肥企业。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科大先研院已累计建

成应用工程技术中心 20 多家，联合实验室超 70

家，孵化企业超 310 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90余家，瞪羚、雏鹰等高成长企业 51家。

【记笔记】
短短十余年，合肥已有、在建和预研的大科学

装置共 12个，人造太阳、稳态磁场、热核聚变、悟空

探秘、墨子传信、九章计算、本源司南、讯飞星火大

模型等重大成果在这里诞生。如今的合肥，主要创

新指标稳居省会城市第一方阵，跻身全球科研城

市榜前二十、世界区域创新集群百强、国家创新型

城市十强，综合创新实力显著提升。

一栋写字楼凭啥集聚162支基金？7.

株洲市党政代表团“长三角”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