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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美
眼下，德清县下渚湖国家湿地

公园绿意盎然，错落有致的民居与
生态湿地相映成趣。近年来，该湿
地公园实施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
理、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和沿岸村
落环境提升等行动，再现一湖清
水、群鸟飞翔的自然生态景观。

记者 谢尚国 摄
8

记者 邵 鼎

本报讯 保持工业经济健康发
展，需要合理利用土地、空间、能
源、排放等稀缺资源。记者近日从
市经信部门获悉，今年以来我市在
工业领域启动全域有机更新，实施
30 个区块集约化、高效化、集群
化、绿色化转型，并推动乡镇完成
规划编制。截至6月底，全市共有
19个区块启动或完成了规划编制。

为加快有机更新进度，我市通
过落实全省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
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要求，精
准核定高耗低效及“三低”企业名
单，采取“关停淘汰”及“整治提

升”两大路径，制订一企一策，积
极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搬迁入
园、技改提升等方式实现改造提升。

据悉，上半年全市已完成高耗低
效企业整治542家，腾出用地7046
亩，腾出用能空间10.7万吨标煤；出
清 “三低”企业489家，腾出土地
6595亩，新增产值8.8亿元，新增税
收3507万元，助推企业升规35家。

针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全市
继续深化“低散乱”企业（作坊）整
治提升和淘汰落后工作，聚焦吴兴金
属新材和纺织服装、南浔木业和印
染、长兴耐火材料、德清钢琴制造、
安吉家具等重点行业提升改造。上半
年已完成“低散乱”企业（作坊）整

治474家，淘汰落后涉及企业63家，
分别完成全年计划的59%、63%。

提升资源利用的另一主阵地便
是项目“双进”。通过深化“破五
未”攻坚，我市遴选梳理出330个
工业“五未”项目，按照坚持“单
子+方子”的推进机制，落实现场核
查、专项通报等工作机制，推动项
目有效化解，半年度销号化解“五
未”项目150个。

市经信局介绍，在巩固上半年
成果的基础上，下半年全市将加快
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围绕土
地开发利用、产业现状、企业分
布、亩均产出等情况，对计划实施
更新的区块进行详细规划设计，同
时坚持一地一策、一企一策，结合
园区提档、产业提升、企业提效、
项目提质要求，确保全年盘活低效
用地1万亩以上。

算好工业经济有机更新“账”
全市上半年整治高耗低效企业542家、“三低”企业489家

记者 李则名

本报讯 吴兴区埭溪镇的浙江力
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向一
项“卡脖子”技术下了战书，决定
投资6.5亿元启动实施年产500套大
功率超低氮燃气锅炉产业化项目。

“该项目的生产模块及研发模块经多
所高校的专家论证，先后入选了省重
大产业项目和市实干争先‘奔跑者’
项目名单，我们有信心通过技术成果
转化，尽快推动项目投产，预计能实
现年销售收入8.5亿元。”企业负责人
介绍，经过多年关键技术攻坚，公司
已成为锅炉研发及推广应用领域的佼
佼者，产品质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这是吴兴制造型企业坚持科研

创新、集中攻坚关键技术的一个缩
影。“推动关键技术实现成果转化过
程中，我们积极引导企业和国内顶
级科研高校院所携手合作，出台《科
技创新十条意见》，对准关键领域核
心技术，尤其是‘卡脖子’技术，全
方位支持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今年安
排科技专项经费较去年增长200%。”
吴兴区科技局介绍。

靶向施策、厘清问题才能提高
关键技术的成果转化效率。位于该
区的湖州现代物流装备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拥有 140 余家规上工业企
业，是全市制造型企业最集中的区
域之一。今年以来，园区结合“三
聚三保三落实”助企纾困稳进提质
攻坚行动，积极开展“卡脖子”技

术攻关需求调查，着手厘清“卡脖
子卡在哪里、攻关目标是什么、省
内优势单位和国际对标单位是谁、
拿出什么标志性成果”等问题。“上
半年，园区各企业的科研经费支出
总计超过20亿元，我们还梳理出需
要攻关的各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清
单。”园区负责人介绍。

助推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落地的
过程中，该区锚定打造全市首个

“未来技术”转化导流区重点平台目
标，创新推动开展“未来研究院”
评定工作，联合市级部门共同筹建

“绿色低碳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上
半年，该区累计实施产学研联合技
术攻关项目10项，实现技术交易总
额达17.5亿元，金额居全市第一。

结合全市“@0572 校企直通
车”专项行动，吴兴还多举措帮助
企业牵手“最强大脑”，推动浙江工
业大学湖州数字经济技术研究院与
振兴阿祥、大港印染等印染企业携
手科研合作；中乌金属新材研究院
与久立特材、金洲管道等材料制造
企业开展课题合作等。

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研发过程
中资金少等问题，该区专项安排相
关经费，用真金白银提振企业专注
科研创新的信心。近期，东林镇的
一家小微企业准备申报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在服务专员的协助下顺
利获得专项激励。企业负责人俞高
行表示，这项激励让企业发展更有
信心。

让制造型企业勇于叫板“卡脖子”技术
吴兴今年安排科技专项经费较去年增长200%

记者 崔吉丽

“第二期10兆瓦屋顶光伏项目当
前进度如何？”“今年公司新增了旅
游、测绘等项目，让我对今年村集
体增收有了更多期待。”……近日，
作为安吉县梅溪镇的强村公司，安
吉苕溪产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召开
今年第二次董事会。来自各村的董
事围坐一桌，讨论分析着公司目前
的经营状况。

梅溪镇是安吉的“东大门”，也
是苕溪流域重要的工业重镇。“近年
来，在大力发展镇域工业经济的同
时，我们也看到了在乡村振兴方面
还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该镇党委
副书记郭丹说，由于自然条件、地
理位置以及规划思路等主客观原
因，不少行政村村集体经济增收渠
道单一，乡村经营内生动力不足。

如何让乡村富起来？2020年 4
月，梅溪镇集结18个欠发达村，共
同出资5400万元，组建强村公司谋
求抱团发展。目前，苕溪产投股东增
至23个村，依托农光、林光、水光
等绿色“光伏+”融合发展模式，平

均每年为各村增收20万元以上。

阳光变现
村村吃上“绿色能源饭”

梅溪镇临港工业区内，坐落着
中策橡胶、杭升过滤、添佶轴承等
多家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的厂房
屋顶上，一片片光伏板延绵开去。

这道屋顶上的特殊风景，与强
村公司息息相关。“光伏电站是公司
建成后启动的第一个项目，也是目
前为公司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项
目。”苕溪产投董事长徐胜告诉记
者，通过强村公司打造光伏产业，背
后有着诸多考量，主要是因为光伏电
站项目建设周期短，长期效益稳
定，更有利于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

排摸苕溪沿线工业厂房、办公
大楼、闲置房屋等各类可利用空间
资源底数，建成光伏屋顶空间资源
数据库；以屋顶租赁或电费优惠等
模式取得企业屋顶使用权；引入资
质优良的光伏企业，统一建设光伏

电站并负责后期运营管理……在过
去的两年多时间里，苕溪产投探索
的“强村公司出资金，园区企业出
屋顶，光伏企业出技术”联动模式
已经落地见效。

目前，梅溪镇分布式光伏装机
总容量已达10兆瓦，累计发电350
万千瓦时，每年为强村公司创收700
余万元，减少碳排放1.08万吨。而
更令人期待的是，今年3月，该镇第
二期10兆瓦屋顶光伏项目正式启动
建设。“项目建成后，梅溪将拥有全
省最大乡镇级绿色光伏基地。”徐胜
说，这不仅为开展“双碳”行动增
添了动力，也为梅溪镇实现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

“阳光‘变现’，村村吃上了
‘绿色能源饭’！”董事会上，该镇甲
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中
超算了一笔账，第二期光伏项目建
成运营后，公司每年预计将创收
1400万元，按照投资情况分成，扣
除贷款利息成本，每村每年可增收
30多万元。

多点开花
处处皆是“共富好风景”

虽然烈日当空、热浪滚滚，但
挡不住梅溪镇红庙村党委书记、村
委会主任沈永甜带着客人前往村里
青山石矿考察的热情。“这里原本只
是一处沉寂了很久的废弃矿坑，眼
下我们充分利用了资源，计划开发
成一座集生态修复、休闲娱乐于一
体的综合旅游项目。”沈永甜说。

今年，随着光伏项目推进越来
越稳定，苕溪产投围绕镇域范围内
丰富的各类资源，顺势做起了“多
条腿走路”的文章。“这些生态资源
是梅溪的宝贵财富，只是过去一直
在‘沉睡’，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郭
丹表示，如今依托强村公司的资金、
资源和统筹能力优势，该镇对全镇的
山水林田湖、旅游航线、农村集体土
地、码头、矿产等资源进行排摸、
入库，真正盘活碎片化资源，然后
创富于民。

▲ ▲

（下转A02版）

向阳光要效益，向生态要红利，安吉县梅溪镇23个村抱团蓄力拓思路——

晒出好“光”景
共富路上我示范

记者 徐 虹

本报讯 水利部水利风景区建
设与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举办
了“水美中国”首届国家水利风景
区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发布会，我
市太湖溇港被正式授予“国家水利
风景区高质量发展标杆景区”奖
牌，这也是我省唯一一个获此殊荣
的水利风景区。

据介绍，我市共有7373条河
道、155 座水库，依托得天独厚

生态优势，建成国家级水利风景
区6个，是浙江省国家水利风景
区数量占比最高、类型最全的
地市。

太湖溇港水利风景区是依托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太湖溇
港”而建的灌区型水利风景区。近
年来，我市结合重点水利工程，开
展溇港区域系统整治，大力实施环
湖大堤（浙江段）后续工程、太嘉
河后续工程、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
治后续工程，建成美丽河湖 18

条；拓浚小梅港、罗溇、幻溇、濮
溇、汤溇和长兴港、杨家浦港等7
条入湖骨干溇港，累计完成投资
115亿元。据不完全统计，太湖溇
港水利风景区吸引社会资本约10
亿元，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带动当
地居民就业增收。

目前，随着《湖州市太湖溇港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的颁
布实施，我市进一步提高了保护溇
港遗产的能力水平，持续擦亮“在
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金名片。

全国标杆！太湖溇港刷新水利风景

见习记者 张 翔

本报讯 长兴县市场监管局和邮储银行的工
作人员日前一起走进该县仓前街上的仓桥小笼
店铺，通过手机操作，贷款立刻进入该个体工
商户的账户。今年以来，由于疫情的影响，长
兴十大名小吃之一的仓桥小笼的经营额下降了
三分之一，流动资金的减少让正在装修的分店
陷入了停滞。得到消息后，这两个单位的工作
人员立刻上门对接，在分析评估后，授予了
160万元的贷款额度。

眼下，通过“金融活水”来帮助个体工商
户渡过难关的方式正在全市铺开。记者从市市
场监管局获悉，今年该局联合市人行制定《推进
落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用融资破难工作实
施细则》，开展信用融资破难专项行动。通过深
化“信用+”评价体系，筛选23.6万家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组织银行通过“贷款码”进行信
用查询授权贷款。自行动开展以来，实际获贷小
微企业5561家，获贷总额216.37亿元；实际获
贷个体工商户10881家，获贷总额89.84亿元。

在金融助企过程中，我市立足小个主体，
运用数字化手段打造省级创新试点项目。通过
整合各部门数据，形成小个主体精准信用画
像，同时，将与金融相关的惠企政策纳入已运
行的模型，自动匹配政银集成优惠政策。小个
主体扫描场景码即可自行查看自身信用评分及
授信额度，并可通过选择“一键获贷”向银行
发送融资需求和信用评价结果，实现无抵押下
最快15分钟完成贷款审批及发放。

针对不同企业，我市还创新专属产品，实
现“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面对中小微餐饮，
以“食安指数”为依托，开设“绿色食安贷”，
为入驻“湖州厨房革命”平台的中小微餐饮提
供绿色普惠信贷服务，让“食安指数”转化为
信贷的重要参数。大力推进知识产权保险，主
动对接企业，推动知识产权保险项目落地见
效。截至7月20日，发动全市55家企业投保专
利保险，累计达成保险合同75个，合同保额总
计31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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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第 44 号通告，要求各
地严格落实防疫举措；另一
边是高温红色预警，提醒市
民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高温
不退，疫情风险又来，这也
给我们带来了双重考验。

越是考验重重，越要坚
定信心、迎难而上。高温下
的疫情防控和劳动关怀，我
们可以做得更多，也应该做
得更多。当前我市周边疫情
呈多发散发态势，防控形势严
峻复杂，“外防输入”风险陡
然增大。我们要高度警觉起
来，千万不能因为天热而产生
厌战情绪、松懈心理。每个人
都要当好疫情防控的第一责任
人，一如既往地保持戴口罩、
勤洗手等良好习惯，严格按照

规定进行核酸检测等，把疫
情防控网织得更密些、更牢
些，不给病毒可乘之机。

高温关怀要及时跟上。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天气，但
可 以 把 高 温 关 怀 做 得 更 细
致、更到位。疫情影响下，
医务工作者、防疫志愿者的
工 作 量 随 之 增 大 。 对 待 他
们，除了要科学安排工作时
间 、 全 力 改 善 工 作 环 境 以
外，更要多些换位思考、多
些 理 解 包 容 、 多 些 守 望 相
助，比如，在核酸检测时遵守
秩序，进入公共场所时主动扫
码测温等。减轻他们的工作
量，就是为他们送去清凉。

防疫防暑都要紧！我们
相信，只要每个人都绷紧防
控这根弦，多用同理心去防
暑，每一分努力、每一点付
出，都会形成克服困难的强
大力量。 （王晶）

防疫防暑都要紧！

记者 陆晓芬

本报讯 100 万元借款变
“贿赂”，虚假陈述被顶格罚
款。近日，长兴县人民法院联
合长兴县公安局开展侦查，宣
判了一起虚假诉讼案，当事人
被处以10万元罚款。

这是长兴县委政法委集中
整治八个跨部门跨领域突出问
题的缩影之一。今年以来，县
委政法委围绕最紧迫最现实最
突出问题、长期想解决而未解
决问题、群众反映最强烈问
题、牵一发动全身问题，梳理
出规范诉讼行为、政法干警依

法履职保护、执法司法信息共
享等八个跨部门跨领域突出问
题，打响改革破难攻坚战。

问题抓住了，如何破立结
合、治建并举，成为解决问题
的重点所在。该县根据实际情
况，陆续出台了《关于成立长兴
县政法干警依法履职保护委员会
的通知》《关于建立扰乱诉讼秩
序（含滥诉）联合甄别、打击机
制的工作方案》《关于建立在线司
法协作机制的实施意见》等，着
力通过制度建设巩固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成果，破解执法司法突
出问题，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 ▲

（下转A02版）

整治跨部门跨领域突出问题
长兴创新机制推动政法系统改革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