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浙 江 GDP 达
51,768亿元，同比增长
7.8％。其中，“三新”
经济增加值预计达到
1.25万亿元；单位GDP
能耗持续降低。新时
代新作为，浙江省将在
高起点上保持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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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以奋斗为桨，再一
次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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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沂源：
传统老酱油 年节溢醇香

春节临近，山东省沂源县悦庄
镇朱家老酿坊以传统工艺酿制的

老酱油迎来加工销售的忙碌时节，

工人们加紧包装、运销，满足节日

市场供应。图为工人在沂源县悦

庄镇朱家老酿坊管护晾晒发酵的

酱油原料。

新华社发（赵东山 摄）

创新驱动
合作强化 环境优化

2017 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规定的近期目标收官之年，这一

年中，三地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

续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效

果更加明显，产业合作格局更加清晰，

营商环境更加优化，进一步走向高质

量发展。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河北雄安新

区设立，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一起构成北

京的“两翼”，让京津冀产业转移格局焕

然一新。

6版

□ 徐晶锦

近日，浙江绍兴市明确今年特色

小镇的重点发展方向：通过加快争先

创优、提升产业层次、加强创新驱动、

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支撑、做活

体制机制等六大重点任务，力争全年

固定资产投资300亿元以上，特色产

业投资180亿元以上，全面打造一批

“创新更强、质量更优、产业更特、活

力更足”的2.0版特色小镇。

那么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绍兴

市特色小镇如何激发“镇能量”呢？

产业定位：一镇一业“特而强”

在柯桥蓝印时尚小镇，先进生产

设备替代2000余台落后设备，蒸汽、

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代替煤炭燃烧，集

中供热、集中污水处理、集中污泥焚

烧综合利用。

“以前调色这一步，完全靠老师

傅的经验。”滨海工业区党工委书记

陈钧介绍，粗放的印染生产线，让以

前的产品一直处在中低端档次。而

现在印染原料配色、调色、输送等都

实现自动化，每一批布料成色都可精

确复制，品质得到保障。在绍兴兴明

染整有限公司，每一卷白坯布都贴有

“条形码”，扫一扫就能录入智能一体

化控制系统，每一个生产环节在屏幕

上一目了然，实现“智慧化”生产。

正是这样的新设备、新工艺，让

小镇生产的中高端纺织面料占比越

来越高。在蓝印时尚小镇的会客厅

里，就展示着不少企业高大上的产

品。原创数码印花、蜡染、蕾丝面料

引领国际流行色彩；汉麻、羊绒、真丝

面料等绿色产品舒适抗菌；还有从碳

纤维到超细纤维合成材料、工业特种

面料，从墙布到墙咔，实现了功能性

面料创新发展。耐克、阿迪、CK、

GUCCI等众多国际知名企业，都成

为蓝印时尚小镇的全球合作伙伴，纺

织印染企业的产品远销世界197个

国家和地区。

“‘特色小镇’的关键在于产业支

撑。”绍兴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特色小镇力求“一镇一业”，每个小

镇主攻最有基础、最有优势的特色

产业，不求“大而全”，只求“精且

强”，着力培育具有行业竞争力的

“单打冠军”。

形态呈现：配套功能“聚而合”

白墙灰瓦，傍水而居，小桥流水，

街面廊屋……漫步在东浦黄酒小镇，

每一个角落都流淌着古风遗韵。这

里，刚获批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特色小镇“非镇非区”，而是具有

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征

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

正是这种“社区功能”，让东浦街道党

委书记、绍兴黄酒小镇管委会主任柯

建华看到了东浦古镇的发展前景。

“黄酒的根在东浦，我们围绕绍

兴黄酒小镇建设，打造‘黄酒+’的模

式，发展‘特镇经济’。”柯建华解释

说，要充分发挥好东浦集镇的配套功

能，提升小镇的生活质量，不仅让游

客喜欢来，更让创业者留下来，把外

出务工者吸引回来，打造黄酒小镇特

有的慢生活。

据了解，根据规划绍兴黄酒小镇

将建设黄酒产业创意园区、黄酒博物

馆、酒吧街区、酒店区、越秀演艺中

心、游船码头、游客中心及配套设施、

酒坊街区、民宿街区、民俗街区、黄酒

文化养生社区、名人艺术中心等13

个功能区，每个区块都围绕黄酒延伸

出产业、文化、旅游和社区等不同的

功能，打造一个充满产业动力和生活

气息的“特镇”。

“如果说特色产业是小镇的魂，

那‘聚而合’的社区功能就是黄酒小

镇得以长久发展的源泉。”柯建华说。

小镇2.0版：乡村振兴一条“巧”路

“乡村振兴怎么干？”“有钱就能

干。”“乡村振兴怎么能做好？”“钱越

多，做得越好。”在农村经常能听到类

似的论调。的确，乡村振兴需要大量

资金，但农村资金短缺，投融资渠道

单一，一般的资本根本不愿意去。

“如果说1.0特色小镇的核心优

势在于自然和人文的先天优势，那

2.0小镇则更多地依赖于后天养成，

并以产业为核心。”绍兴市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创建特色小镇

发展特色产业，能充分发挥农村区

域比较优势，形成区域化、专业化生

产，提高综合竞争力，促进当地农民

增收，并吸纳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业，带动农村发展。此外，更能给

农村带来有效的投资增长等“溢出

效应”。

由产业聚集带来的“溢出效应”

已让不少农村尝到了甜头。如绍兴

黄酒小镇东浦片区引进精功集团战

略投资，签订50亿元合作框架协议

实施整体统一开发，并组建专项基

金；嵊州越剧小镇由绿城集团为主

开发；新昌丝茶小镇由达利丝绸、美

盛文化等大公司联合开发。此外，

对全市特色小镇给予300亿元贷款

授信额度；上虞区还专门设立5亿元

的e游小镇信息产业扶持发展基金。

激 活 发 展“ 镇 能 量 ”
浙江绍兴助推乡村振兴，全面打造特色小镇2.0版

迈向高质量发展
依然要靠改革

□ 谷亚光

本版今天发表的《凝聚新优势 迈

向高质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浙江

省政府咨询委副主任、浙江大学教授史

晋川说，自然资源匮乏的浙江，就是通

过一次次改革，在探索中破冰、在发展

中闯关，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之

一。如今，浙江再次通过深化改革，破

除积弊，凝聚新优势，迈向高质量发

展。”这话说得多好啊！史晋川教授在

此揭示了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发展的

深层密码。

在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省在全国经

济排名中并不靠前，而且由于浙江省人

均土地资源较少，经济结构与其他地方

相比，并无优越之处，生产力水平低下，

所以，当时的浙江可以说是经济小省。

记得2001年冬天，笔者曾与一个浙江老

板一起聊天，他说他来自一个浙江农

村，兄弟姐妹9个，小时候人均几分地，

每年种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也没有衣服

穿。改革开放后，政府允许做生意，才

慢慢发展起来，当时他已成为拥有几百

万元资产的老板。

浙江省在经济总量的扩张阶段，许

多浙江人就像上面提到的这位老板一

样，紧跟国家经济改革的步伐，甚至主

动探索改革路径，大胆创业创新，实现

了许多产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众多企业加在一起，抱团形成

一个产业；许多产业争相扩张，相互合

作，共同支撑起浙江经济总量飞速增

长。不知不觉间，浙江省已由一个经济

小省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省。

近几年，党中央倡导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国务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浙江省抓住新的改革机遇，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

诸多方面，积极作为，大胆开拓，又打了

大胜仗。从这篇报道来看，目前，浙江

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三新”经济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7.1％，第三产业占

比超过52％，这对于5万多亿元的总盘

子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经济社会发展

的规律昭示我们，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

质量提升的源动力，数字经济是当下我

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利用和开

发新技术，不断拓展新产业，把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是不断提升经济

发展质量的根本途径。

浙江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践

行“两山理论”对贫困县取消GDP考核，

以“亩均论英雄”促进资源要素合理化

配置等各种改革举措，也正在加速释放

红利。

浙江省的改革实践证明，无论是经

济总量的扩张还是经济质量的提升，紧

紧扭住改革这个牛鼻子，双眼盯住发展

的前方，脚踏实地下功夫，是取得事业

成功的不二之选。

□ 何玲玲 商意盈

临近春节，浙江省交出了一份

亮眼的成绩单：全省GDP首次突破

5万亿元，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2％，

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三新”经济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7.1％。

新时代新作为，浙江省将在高

起点上保持高水平，锚定高质量，以

改革为帆、以奋斗为桨，再一次扬帆

起航。

高点起跳科创成第一动力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

一，浙江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灵活

的市场机制、活跃的商帮群体。进

入新时代，该省高点起跳，经济发展

呈现出了量优质更佳的特点，涌现

了大批领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科

技创新已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

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杭州市滨江

区，在10多年时间里，以不到浙江省

1‰的土地面积，培育出了全省1/10

的高新技术企业，包括阿里巴巴、海康

威视、华三通信等行业龙头企业。从

2012年以来，该区连续排名全省工业

强县（市、区）评价第一位。

放眼全省，上百个依托互联

网、人工智能、文化创意等新兴产

业的特色小镇已经遍地开花。走

进杭州梦想小镇，首先跃入眼帘的

是“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

成长”的标语。在这里，企业能不

能入驻，不看政府看市场；企业办

得好不好，不看投资或税收，而看

用户数和活跃度。

2018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显

示，2017年浙江GDP达 51,768亿

元，同比增长7.8％。其中，“三新”

经济增加值预计达到1.25万亿元；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为4570亿元，比

上年增长16.6％，单位GDP能耗持

续降低。

有破才有立，在这背后，是浙江

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释重”

谋发展的决心。5年来，浙江累计处

置959家“僵尸企业”、淘汰1.3万家

企业的落后产能、整治11.8万家脏

乱差小作坊。

杭州钢铁集团董事长陈月亮

告诉新华社记者，杭钢半山钢铁基

地在150天内全面关停，同时平稳

分流安置1.2万员工。“集团结合市

场发展趋势，目前已经形成节能环

保、钢铁制造、大数据等‘产业矩

阵’，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

再聚优势 迈向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的办事效

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目

前，浙江省级“最多跑一次”事项达

到665项，设区市本级平均达到755

项，县（市、区）平均达到656项，全省

“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到87.9％，

群众满意率达到94.7％。

在温州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已经启

用。“这一平台，变线上‘多窗’受理

为‘一窗’，变信息‘孤岛’为数据‘共

享’，可确保投资项目审批全流程

100天内完成，原先最长则需要三四

百天。”温州市审管办负责人说。

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

全面深化改革，以“四张清单一张

网”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践行

“两山理论”对贫困县取消GDP考

核，以“亩均论英雄”促进资源要素

合理化配置，以大湾区大花园大通

道大都市区打造现代化先行区……

各种改革红利正在加速释放。

加强优势，更要补上短板。基

础科学研究薄弱和高校资源缺乏

一直是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足，

依托浙江大学和阿里巴巴，浙江组

建之江实验室、筹建西湖大学、成

立省人工智能发展专家委员会，在

人工智能、柔性电子、量子通讯等

领域布局了一大批能够引领未来

的重量级产业，为下一步发展积蓄

了强劲动能。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副主任、浙

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说，自然资源匮

乏的浙江，就是通过一次次改革，在

探索中破冰、在发展中闯关，成为中

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之一。如今，

浙江再次通过深化改革，破除积弊，

凝聚新优势，迈向高质量发展。

城乡统筹 共享发展福祉

在浙江省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有一个数据尤其亮眼。2017年，浙

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956元，同比增长9.1％，连续33

年位居全国首位。

在风景如画的杭州下姜村，刚

刚从地里劳作回来的村民姜海根开

始为客人准备晚餐。“几年前我把自

家的楼房改成了农家乐，旺季的时

候根本忙不过来。现在在家里每年

也能赚个30多万元，咱们农民日子

也越来越有盼头。”姜海根说。

多年来，浙江坚持城乡统筹、山

海协作，在均衡协调发展中拓展空

间，在补齐短板中增强后劲，持续打

通城乡体制改革的经脉，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发

展新格局已经形成。

既要留得住乡愁，也要切实拥

有获得感。多年来，浙江省持续加

大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资源投

入，让老百姓共享发展福祉。2月7

日举行的杭州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人大代表通过票决选出了政

府今年要完成的“十件民生实事”，

其中就包括在主城区151所小学开

展学后托管服务，建成100个市级

名师乡村工作室，以及培训1000名

乡村教师。

进入新时代，锚定新目标。浙

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

俊说，浙江已进入转向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阶段，我们要着力推动理念

转换、动能转换、结构转换、效率转

换和环境转换，从“有没有”转向“好

不好”，在高质量发展上继续走在全

国前列。

凝 聚 新 优 势 迈 向 高 质 量
浙江GDP首次突破5万亿元，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三新”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