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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这几天工人不够用，我
刚下去帮忙搬货去了。”一见面，浙江爱
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就一脸
歉意，这家位于开化经济开发区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试剂盒（深孔
板)、储液槽、试剂瓶等产品研发与生产，
产品销往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国内
则被众多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检测
检验专业公司采用，虽然目前59条生产
线全部投入运转，但订单依旧排到了两
个月之后。

从2020年落户开化以来，爱津生物
发展迅猛，去年的产值达到了 1.61亿
元，目前总投资 1.5亿元的 2800万套细
胞培养基地即将开工，明年12月底就能
实现投产，届时公司将迎来更加快速、
健康的发展。

爱津生物只是开化近些年生态工
业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

这些年当地坚持“生态立县、产业
兴县、创新强县”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
生态工业，打造了省级经济开发区、两
新产业园等一批工业产业平台，涌现出
华康药业、卡游科技等一批具有影响力
的龙头企业、领军企业，形成了“大健
康、新材料、新能源和数字经济”的“3+
1”主导产业和“有机硅+糖醇”两条核心
主导产业链，经济增速在浙江山区26县
更是脱颖而出。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开化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达18.5%，领跑山区26县，
远远高于5.5%全省平均水平，而去年该
县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增幅 44%，增速
同样位居山区26县的首位，并且实现了
上市企业零突破。

工业迅速发展的背后，开化全县工
业企业人均工资也迅速提升，从2003年
1.07万元，增长到去年的 10.82万元，整
整翻了 10倍，在实现生态工业“绿色崛
起”的前提下，老百姓的荷包也越来越
鼓。

坚守“一江清水送杭城”理念
否决不符合要求项目700余个
综观开化的工业经济发展历程，从

1996年实现第一次产业结构升级开始，
经历了改革阵痛期、快速恢复期、转型
升级期，再到如今迭代升级期，省级经
济开发区、省级化工园区、省级绿色硅
材料产业创新综合体纷纷落地，省首批
院士之家、中科钱江源协同创新中心、
钱江源高端装备制造研究院等一批产
学研平台扎根于此。

近 30年来，开化工业发展一直把

“生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1997年，开
化在全国率先提出“生态立县”发展战
略，2000年正式确立“生态立县”发展战
略，走绿色发展之路，全面关停淘汰高
能耗高污染企业，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革新，食品医药、建材矿业、轻工机械

“老三样”逐步拓展为新能源、新材料、
新装备等工业“新三样”。

作为钱江源的开化，始终坚守“一
江清水送杭城”理念，在全省率先推出8
项重点负面清单，严把项目建设“选址
关”“审批关”和“验收关”，实行环保一
票否决制，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
排放产业和低端制造业行业等准入，累
计否决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生态功能区
要求项目700余个。而为了大力推进循
环经济发展，更是先后婉拒投资额近40
亿元的120多个项目。

另外，大刀阔斧的实施“绿色治污”
工程，全面关停小化工、小水泥、小煤矿
等 170余家，石煤开采点 343处，木材粗
加工点200余个，同时出台《开化县低效
工业企业整治提升实施意见》，更大力
度推进土地低效利用企业、“低散乱”企
业、“四无”企业和长期效益低下企业全
面整治提升，完成“低散乱”企业整治
172家，整治低效企业 100余家，腾出工
业用地近1000亩。

绿色治污让开化损失近5亿元
新材料、新能源产业迎来高速发展
绿色治污虽然让开化损失了近5亿

元的工业总产值，3000余万元税收，却
让GDP的绿色含金量更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化也在不断对
产业进行优化，2016年以来，发展战略
从“生态立县、特色兴县、产业强县”迭
代升级为“生态立县、产业兴县、创新强
县”，新材料、新能源两大新兴主导产业
比重进一步的提升，2021年产值比重分
别为 29.3%和 26.1%，比 2016年分别提
高了8.0和9.3个百分点。

“这几年新材料产业实现了强势突
围，我们在硅基新材料、林产化工、树脂
合成等行业具有一定的产业优势。”开
化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当地新
材料产业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41.87 亿
元，同比增长了48.1%，元通硅业更是成
为开化唯一一家营业收入超过 20亿元
的重点骨干企业，另外拥有省级重点企
业研究院的合成材料公司营业额也是
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

新材料产业实现突围的同时，开化
的新能源产业也在高速发展，现有规上
企业 16家（含亿元 4家），主要包括硅料
酸洗、划片、切片、电池片、光伏组件等
光伏行业，去年实现产值 37.43亿元，同
比增长52.3%亿元。

设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研发
中心”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浙江矽
盛电子开发和生产的大直径太阳能电
池硅片供不应求，去年交出产值 10.45
亿元的成绩单，同比前一年增长了
88.2%。今年该公司更是投入6000万元
更新设备，降低能耗的同时使产能增加
了1.8亿片。

“开化的光伏产业集聚效应越来越
强，这也就使得更多产业链上的企业愿
意落户。”胡发清是浙江泰恒新能源有
限公司的总经理，在光伏这个行业摸爬
滚打已经 15个年头，此前的 10多年都
是在外地承包别人的生产线，3年前他
和股东考察后最终选择落户在开化办
厂。

“这是一个重资产的行业，现在开
化的整体营商环境确实不错，作为在外

的衢州人也想回报家乡，最终把根扎在
了开化。”胡发清说。

从 2019年 1月投产以来，作为一家
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片以及太阳能组
件、配件生产与销售的企业，泰恒新能
源的订单持续性增长，现在 4条生产线
在24小时不停运转。

为了提高产能，泰恒新能源今年总
共投入了5500万元进行了技改，新上马
的丝网印刷研发专线也投入生产，这一
新的技改项目不仅提高产品的优良率，
也为企业实现了降本提质增效的目
标。胡发清说技改后，产品日产量从30
万片提升到 40万片，产能提升了 30%，
预计今年能完成13亿元的产值。

在公司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泰恒新
能源为了环保，除了固定投入的1000万
元，每年大概还要花800万元在治污上，
确保既有产量又有美丽环境。

同时，开化的大健康产业也在稳步
发展，去年产值 19.28亿元，同比增长了
12.8%，其中华康药业的固体糖醇产量
排名国内行业第一、全球行业第二，现
在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晶体糖生产
企业，木糖醇产品被工信部认定为“制
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推动“工业上山”
创造工业平台扩容的“开化模式”
开化总面积有 2236.61平方公里，

实际可利用土地并不多，85%为山地，素
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如何打破

“山多地少”这一瓶颈对生态工业的制
约，开化人其实很早就开始思考。

“固有的思维肯定不行，唯有‘变法’，
我们借助低丘缓坡开发，推动‘工业上
山’，拓延平台空间，创造工业平台扩容
的‘开化模式’。”开化经信局相关负责
人说，2009年，开化县实施的城关镇工
业功能区建设工程在全省首创采用坡
地和台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工业用地
平整，一次性搬山平整土地 1200多亩，
腾出可用工业用地1140多亩，探索出低
丘缓坡开发的新经验。

2018年以来，开化经开区工业平台
用地从更是从 4500 亩提升到如今的
5700 亩，熟地净增量从 300 亩提升至
1000亩。

为了推动产业的集聚，让平台更有
竞争力，开化开始进行平台整合提升，
出台了《浙江开化开发区（园区）整合提
升方案》，在原浙江开化经济开发区
13.08平方公里管理范围基础上，与华埠
镇部分新增区块整合，形成总规划面积
为 25.31平方公里的浙江开化经济开发
区。

同时，推进经开区外重点化工企业
整治提升和搬迁，规划建设新材料新装
备产业园、化工集中区、智慧大健康产
业园等片区，采取入园补偿、异地置换
等方式，对区外优质存量生产企业实施
规范化搬迁入园。

如今，开化在积极推进开发区向高
新区进位，2021年新材料新装备产业
园、创业谷、“十类地”整治等工作均取
得突破性进展，推动了卡游动漫、爱津
生物、钱江源高端装备研究院、硅产业
研究院等一批新引进的企业与科创服
务主体融合发展。

数据显示，2021年，开化经开区规
上企业 54 家，形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95.77亿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均占
全县比重超65%，成为工业主战场。

今年，开化经开区更是迅速发展，
1-9月，完成了 3家企业小升规，规上工
业企业达 73家，共实现产值 98.2亿元，

同比增长 31.8%，拉动全县产值增长
22.8个百分点，占全县规上工业企业产
值比重73.8%。

另外，1-9月开化经开区固定资产
投资 8.99亿元，同比增长 120%，其中工
业投资7.6亿元，同比增长181.2%，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 3.73 亿元，同比增长
175.7%。

白领回老家开化找工作容易了
薪资和外地相比不降反升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开化常住人

口为258810人，可该县户籍总人口有36
万人，这就意味着常年外出从业的人员
将近10万人，而随着开化生态经济的发
展，就业岗位增多，越来越多的外出务
工人员开始回到开化，36岁的吴旭峰便
是其中一位，如今是泰恒新能源的工艺
主管。

吴旭峰的老家在开化华埠镇一个
村子里，在光伏这个行业已经有11年的
工作经验，用他的话说此前的近十年几
乎都是在外漂泊，从温州到东阳、再到
广东，可走得再远，心始终牵挂着家乡。

“想孩子想家里人，但为了生计真
的没办法，在省内还能一两个月回来一
趟，但去广州的那年就回来了一趟，感
觉真的很愧对家人。”2020年回到老家
的吴旭峰意外发现，开化的新能源产业
这些年发展迅速，并且不少企业的岗位
对自己都非常对口，并且对人才的渴望
非常高。

更让吴旭峰意外的是企业给出的
薪酬，此前在广东他的月薪大概 1.1万
元左右，可开化泰恒新能源给他开出的
薪水是1.6万元。

“现在单位离家就 10分钟车程，虽
然同样有压力，可一回到家看着孩子满
脸的笑容，瞬间就充满电，第二天又动
力满满地去工作，这种状态，我觉得是
最好的。”吴旭峰说。

和吴旭峰一样，31岁的钱珊在外面
转了7年后也最终回到了老家。

2015年，钱珊大学毕业，按照她的
计划不是留在自己上学的杭州，而是回
老家找工作，可让她失望的是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合适的岗位。

“那个时候大的企业少，工作岗位
也少，外出也是没办法。”此后钱珊跟着
老公去了广东揭阳等几个城市，今年年
初为了孩子上学，她回到了开化，县城
依旧如此美丽，可大的企业、好的企业
明显增多了。

钱珊的感觉没错，如今开化规上企
业已经有 92家，产值超亿元的有 23家，
超10亿元的有6家，主板上市公司1家，

“隐形冠军”企业 2家，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3家。

这一次，钱珊没有花费多少精力，
第一份简历投出去就被爱津生物录用，
并且还是办公室副主任的岗位，薪资和
外地相比不仅没有下降，还有一些提
升。

“离家 15分钟，家里人都能照顾得
到，和外出打工相比，现在的幸福感真
的很强。”钱珊说。

相关统计显示，去年开化工业企业
人均工资收入 10.82万元，相比五年前
的 4.96万元增长了 1倍多，而如果把时
间线拉长到2003年的1.07万元，则翻了
10倍。

而未来，随着卡游、爱津生物等众
多新一期项目的投用，相信将有更多的
优质工作岗位让开化人就地就业，更好
地实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

经济增速领跑浙江山区26县
探寻开化生态工业高速发展的秘密

人人有事做 家家有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