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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旗路 66 号到红丰路 1366 号；

从8平方公里起步，到现在南太湖新区

两大平台之一，总面积 135.68 平方公

里。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变的是区

划，不变的是开发区干部身上敢为人

先、勇于开拓的“拓荒者”精神。他们

中，有的人秉承“功成不必在我，建功

必须有我”的责任担当，甘当铺路石，

热心打基础、做潜功、善铺垫、利长

远，为继任者留下良好工作基础；有的

人敢啃硬骨头、净干为难事，不舍尺寸

之功，不捐毫末之益，不图显绩、不求

轰动，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再细小也

干好、再琐碎也为之。

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对开发区发

展、对湖州人民有利的事，不论有多

难，不管要多久，都必须去做，而且要

做好。

一批又一批的开发区干部，一任接

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默默付

出、坚持奉献，全心全意投入到为开发

区事业中来，汇聚成发展进步的磅礴力

量。

初心不忘、砥砺前行，正是因为有

这么一批批“开拓者”前仆后继，开发

区发展必定大有所为，才能够在湖州高

质量赶超发展中不断续写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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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22日，一个湖州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复设立浙江湖州经济开发区，成为全省首批省级开发区之一，并于2010年3月21日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十年风雨兼程。其间，湖州开发区的区划经历多次调整。从湖州开发区与环太湖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后来的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两区合并，到两区分设，到再合并，如今成为南太湖新区两大平台之一，一路砥砺前行，每一次区划调

整， 都是从无到有、持续壮大、日趋美丽的新跨越。

三十载春华秋实。开发区党员干部敢为人先、开拓创新，克难攻坚、深耕厚植，将一个最初只有8平方公里的起步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环境优美、产业聚集、科技领先的现代化科技新城，成为湖州高质量发展中一个重要增长极，不断奏响这

座城市跨越奋进的华彩乐章。

三十而立，精彩蝶变，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在这里一以贯之。三十而越，初心未改，跨越发展的奋进力量在这里升腾不息。

“很多年以后，我们再来这个地方，就可

以自豪地对后辈说，这是我们开发的。”时光

拨回到 1993 年 2月 3日晚上，龙溪港南岸

边，一群二三十岁即将奔赴新工作岗位的年

轻人眺望北岸的满天星斗，憧憬未来，心潮

澎湃、直陈理想……第二天就是湖州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正式挂牌的日子。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现任湖州市人才交流与

产业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湖州开发区原党

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杨宇澄的身影。

杨宇澄与湖州开发区缘分极深，筹建之

初就参与了设立湖州开发区的调研、谋划、

文稿起草等创建工作，后来又参与湖州开发

区升级为国家级的工作。前后三十年，他的

工作岗位几乎没有离开过开发区。如今，回

忆起当夜的情景，他依然记忆清晰。他情不

自禁背诵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心情：“只要星星

还在天空闪烁，我们就不必害怕命运的坎

坷，让别人去做生活的骄子吧，我们的使命

永远是开拓。”

三十年间，一批又一批开发区党员干

部，在一片白纸上擘画家乡的未来，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开拓者的使命担当。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为理想而全力

以赴的年轻人们心里明白，设立湖州开发区

有两个最直接的重大背景：首先是1990年4

月，国务院正式宣布浦东开发开放，这对于

有着地缘人缘优势的湖州是巨大的利好消

息；其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在改革

开放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让

湖州有机会依托开发区这个平台进入中国改

革开放的最前沿。

当时，国务院确定了长三角地区接轨上

海浦东开发开放“先行规划 先行发展”的十

四个城市，目的就是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

带动长三角地区发展，湖州就是十四个城市

之一。

全市上下一致认为，设立开发区的意义

不仅仅是通过“极化—扩展效应”推动区域

发展，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通过开发区这个特

殊的载体，实现“两个转移”，即农业人口向

城市人口转移、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

移，进而加速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

现代化，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来。

南太湖新区四级调研员钱晖回忆起当时

情形说：“成立之初，开发区只有十多个人和

五六间租来的办公室。我们在这样艰苦的环

境中，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条条道

路在脚下延伸、一个个项目落地建设，宏伟

的蓝图慢慢变为现实……”

湖州开发区第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是一

位海外华侨受让的，“第一笔土地使用权出让

的资金到位后，我们用来修建龙溪大桥。大

桥建成后，使得开发区与老城区实现了直接

连通，开发区的价值得到了很大提升。”杨宇

澄回忆说。

第一个工业项目名称叫施乐健，是由美

国华茂公司出资430万美元在湖州开发区注册

成立。这也是开发区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主要从事银杏黄酮提取加工。“华茂公司代表

张念慈博士第一次考察的时候，项目预设地

还是一片水田，三个月后张念慈博士再次考

察，一条道路已经直通项目所在地块，比管

委会原先承诺提早了一个月。”杨宇澄感慨，

正是由于湖州开发区的高效率，坚定了客商

投资决心，项目最终得以顺利落地建设。

南太湖生物医药产业园、南太湖科技

创新中心、南太湖精英计划产业园、湖州

铁公水综合物流园区、湖州智能电动汽车

产业园……一个个平台园区拔地而起、一个

个人才项目先后落户，发展势头迅猛，湖州

开发区声名鹊起。

“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于担当，善作

善成，是开发区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特质。”

钱晖说，开发区干部应当具有开拓精神，敢

于打破常规，不断淬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才能让湖州开发区“闯出新路天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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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推动创新，创新引领发展。

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招引高层次人才和

高技术项目。这就需要开发区的招商干部紧跟发展形

势，认真学习科技知识、产业知识、金融知识，时时学

习、终身学习，努力成为专家型干部。

长期主管湖州开发区高层次人才和高技术项目招引

工作的杨宇澄，至今仍清晰记得引进张亚南博士团队和

动态血糖检测仪项目的情形。正是由于他们对糖尿病等

代谢性疾病及其检测技术的悉心“备课”打动了张亚南

博士，使得项目迅速落地湖州开发区，湖州有了国际先

进水平的动态血糖检测仪产品。目前，全国仅有的五张

国产动态血糖监测仪医疗器械证，全都源自于张亚南博

士所创办的企业。

招引科技创新型企业和智能制造企业，也是开发区

招商引资的重点。翻看2006年11月7日的湖州日报，一

则《湖州经济开发区赴韩日招商》的消息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不仅是韩国、日本，开发区在新加坡、美国等都设置

有驻外招商点。

“开发区干部大胆走出去驻外招商，这在当时还是

非常有前瞻性的举措。这一做法也延续到了现在。”从

1995年至今，一直在开发区从事招商工作的顾仰群，

有着多年驻德国招商经历。

这些年，湖州德诺沃新材料有限公司、齐格勒无纺

新材(湖州)有限公司、谢德尔精密部件湖州有限公司等

一批德资项目落户开发区。

“这些德资企业落户后，还同步吸引了上下游企业

入驻开发区。得益于德国在装备制造产业方面的优势，

这些企业的入驻，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开发区智能装备制

造产业的发展壮大。”顾仰群介绍说。

“开发区如果离开了人才与科技，就是没有前途和生命

力的开发区。”早在湖州开发区成立之初，市委、市政府就制

定了湖州开发区要致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方针。

如今，中科湖州应用技术研究院、浙江大学湖州研

究院、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湖州）等一大批高

能级科研机构纷纷落地建设、为企业创新发展赋能增

效。当初落户的企业已成长为行业翘楚。永兴材料连续

四年蝉联市“金象”企业；辛子精工被列为“金象金

牛”培育试点；微宏动力是全市唯一一家“独角兽”企

业，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久盛电气成功上市……

此外，吉利商用车、天能锂电、蜂巢能源、卫蓝固

态电池等一批大好高项目落地建设。上半年，新能源汽

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总产值达60.7亿元，百亿级产业呼

之欲出。

三十年间，这一战略方针从未改变。如今，南太湖未

来城、湖州科技城等平台雏形已日渐凸显。秉承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在好风景中布局新经济，以

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支撑、以科技为内核的最美创谷

——“西塞科学谷”，也于今年8月15日正式开园。

高能级平台也日益成为引领和支撑湖州未来发展

的战略支点，不断结出累累硕果。目前，西塞科学谷

已构建栖学苑、试研台、创新田、汇智芯、西塞东坡

5大功能板块，引进了西安交大中子科学技术实验

室、浙大智能科学计算与数字服务联合实验室、中科

大相变传热实验室等一批重点项目。

南太湖新区管委会四级调研员费勤芳，从湖州开

发区设立到现在，先后经历了征地拆迁、招商引资、

行政审批等多个岗位。“我最早工作的部门叫国土规划

建设部，涉及征地拆迁、规划建设、项目报批、工程

建设以及配合招商引资等。”他介绍说，可以说，早期

的开发区干部很多都是一人身兼数职，很考验干部，

也很锻炼干部。

“很多东西都是在摸索中学习。我们去深圳、东莞

等地招商，看到当地打造标准厂房，很受一些台资企业

欢迎，招商效果很好。于是，在后来开发区建设中，我

们也从中学习借鉴。”费勤芳介绍说。

据了解，湖州开发区成立以来，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落户在土地使用等方面都秉承着节约集约的理念，在

坡地、丘陵地块利用上也探索了很多有益经验。

早在2000年左右，湖州开发区就通过征地拆迁，

为村集体留出用地空间，打造标准厂房及商业设施。既

节约了项目开发建设周期，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像

陈板桥村、凤凰村等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这一做法后

来也一直延续了下来，使得开发区的土地资源、开发商

的资金利用等都实现了效益最大化。”费勤芳说。

一组数据可以佐证。“十一五”时期，湖州开发区

以仅占市区9%的土地面积和17%的能耗，创造了占市

区17%的国内生产总值、25%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和

27%以上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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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篇

2012年，湖州开发区首次进入

全国国家级经开区 50 强。今年 3

月，商务部公布2020年度全国国家

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

果，湖州开发区名列第47位。

初心不改，接续奋斗。成绩代

表过去，新的征程扬帆启航。

如今，杨宇澄有了新的身份：

市人才交流与产业合作促进会常务

副会长，继续从事高层次人才引进

和高技术产业促进工作。“变的是身

份，不变的是初心。”他说道。

地处长三角地理中心的南太

湖新区始终激荡着高质量发展的

澎湃动力。作为湖州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主引擎，作为南太湖新区

建设的主平台，湖州开发区必将

在湖州发展史上留下新的华丽篇

章。

回首来路，无限感慨。展望

未来，信心满怀。湖州开发区必

将肩负起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核心引擎”的历史使命，为南太

湖新区奋力打造“千亿级规模、

百亿级税收”的高能级战略平台

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

践转化的都市样板，为建设绿色

低碳共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州

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