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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太湖浪里有古城，茗香绕
翠是长兴。浙江省湖州市长兴
县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太湖明珠”等美誉，是名副其
实的旅游胜地。同时，长兴县
的工业转型发展亦有亮眼之
处。该县拥有水泥建材、蓄电
池、纺织印染制造等产业，近年
来，逐步实现绿色与智造共舞，
持续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能。2020年，长兴县居全国绿
色发展百强县第28位。

然而，生态短板此前很长
一段时间内曾制约着长兴县的
工业发展。那么，该县是如何
通过践行“两山”理论，从污染
排放严重的工业大县逐渐转变
为绿色智造先行县的？

减少环境污染

优化产业结构

长兴拥有“中国电池产业
之都”的称号，提起当地工业，
便不得不提及蓄电池产业。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长兴蓄电池产业起步于上世纪
70年代，主要生产矿灯用蓄电
池。随着我国电动自行车的兴
起和普及，长兴蓄电池产业迅
速发展壮大，成为县内的重要
支柱产业。

为有效减少环境污染，促
进蓄电池产业转型升级，近年
来，长兴县通过坚决淘汰“低小
散”、优化产业布局、增强自我
创新意识和能力、提升工业装
备水平、实施两化深度融合等
措施，依托制造换法实现传统
制造向绿色安全制造转变，先
后淘汰159家落后生产企业和
320条落后生产线，企业数量
从175家“低小散”企业减少为
16家现代化“亿千”企业（指主
营业务收入超亿元且利税超千
万元的工业企业），其中包括两
家销售收入超500亿元的行业
龙头企业、上市企业。

此外，长兴县投资7.39亿
元建设郎山和城南两大新能源
高新园区，实现全县蓄电池企
业入园发展。两座园区的行业
工艺装备及环保技术规范、卫
生防护规范、质量管理规范、安
全生产规范等多项标准均达到
国内一流水平。

通过当地多项转型升级促
进措施，长兴蓄电池产业产值
提高了11.7倍，销售收入提高
14倍以上，增加值提高16倍以
上，形成了从生产、销售、设计
研发到废旧电池回收、原辅料
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布
局园区化、企业规模化、管理现
代化、产业高端化、环境生态
化”的目标，产业转型升级取得
明显成效。

除了蓄电池产业，长兴的
粉体产业同样经过深入的转型
升级，实现了新生。

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长
兴，曾因大规模的石灰石开采，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过去，
长兴县李家巷镇青草坞村的粉
体企业多达180多家，就连村民
房前屋后都搭起了简易棚披，架
起了榔头机、碾石机。矿山上炮
声隆隆，马路上尘土飞扬。

2011年，长兴县进行粉体
产业整治，按照“关闭淘汰一
批、重组提升一批”的思路和

“规模化、现代化、清洁化、一体
化”的要求，全面实施粉体产业
转型升级工作。该县累计关停
石粉企业 343 家，腾出能耗
3.06万吨标煤、土地1280亩；
同时在此基础上，重组成立13
家现代化、清洁化、一体化规模
企业，其中“亿千”企业9家和
5000万元以上企业4家。

“通过引进并采用国内外
一流的粉体装备，相关企业年
生产规模均达20万吨以上，较
整治前提高了10多倍，增加值
由5100万元提高到2.3亿元。
粉体产业实现了‘个转企’‘下
转上’‘小转大’‘低转高’的转
变，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长兴县经信局行业管理科相关
负责人说。

据了解，目前长兴工业经
济逐渐从高度依赖铅蓄电池、
纺织、建材等传统产业，向以新
型电池、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
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现代纺织
为主导产业和以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新材料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较为完整的“4+3”工业
发展体系转变，产业结构得到
有效优化，工业经济实现了高
质量发展。

发展新能源产业

打造创新发展引擎

长兴是我国新能源汽车研
发生产和应用推广启动较早的
地区之一。经过长期探索和发
展，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产业
现已成为支撑长兴当前和未来
发展的绿色核心产业。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长兴发展新能源产业得益于其
蓄电池产业的强大根基。从一
块电池到一个排气管，从一个安
全气囊到一辆整车，如今长兴的
新能源产业已逐步向新能源各
领域拓展，初步形成了以新型电
池为核心，涵盖新能源汽车及关
键零部件、新能源装备、新型能
源材料、能源互联网等较为完
整的新能源全产业链。

目前，长兴的动力电池产业
已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展现出了
自己的风采，其中，天能、超威两
家龙头企业年销售额均超500
亿元。“湖州是‘两山’理论的诞
生地，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模
范生’。作为新能源电池行业的
从业者，我深知，发展循环经济、
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是我们应当
肩负的重要责任。”天能控股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天任说。

如今，在长兴城镇街头，随
处可见纯电动公交车驶入枢纽
站充电，两边路灯顶端的太阳能
板正随着太阳运行角度旋转。
在长兴县城乡公交始发站——

画溪公交枢纽站，22台充电桩
均为直流快充式，能同时为35
辆电动公交车进行充电，一辆公
交车充满电仅需30分钟。

近几年，长兴县在所有公
交线路上将电动公交车取代了
原有的汽油、柴油车辆，实现了
城乡电动公交全覆盖，减少环
境污染，服务绿色出行。

据了解，现阶段长兴新能
源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按照

“一年打基础、三年树品牌、五
年争一流”的努力方向，围绕打
造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引
擎的总目标，积极推进“研发+
智造”“线上+线下”“科技+金
融”“互联网+智慧能源”“信
息+政务中介服务”五大创新模
式推广应用。“通过围绕构建创
意设计、技术创新、协同创新、
创新公共服务、知识产权保护、
创新创业孵化、科技金融服务、
产业创新生态、科技成果交易
九大体系，建设企业服务接待中
心、人才驱动创新中心、绿色电
池创新中心、新能源材料检测中
心、市场开拓营销中心、数据共
享双创中心、循环经济技术中心
等八大中心，构筑新能源产业科
创研发高地、人才集聚高地、成
果转化高地三大高地。”长兴县
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

推进数字化赋能

加强智能化生产

长兴作为纺织大县以及全
国多家企业纺织面料、服装辅
料、窗帘布的主要供应地，有
9.4万台喷水织机、近6万从业
人员；在夹浦镇等产业集中地，
有75%以上的家庭从事轻纺及
其配套产业。

但这种“低小散”、重污染
的作坊制造方式，曾使得长兴
纺织产业一度面临着转型升级
的重重难题。

数年间，长兴通过深入贯
彻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在浙
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的指

导下，引进杭州开源电脑技术
有限公司，在产能占全县50%
以上的夹浦镇先行先试，推进
以纺织工业数字化改造为核心
的转型升级，打出一套“创建纺
织业小微园+家庭织机入园上
楼+搭建纺织工业云平台+推
进小微园数字化建设+创建纺
织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的组合
拳，努力实现“百姓富、产业转、
生态好、村民安”的新愿景。

据了解，这一模式保持了
农民织机户增收渠道。据测算
平均每户每年有近30万元的
收入，有力推动了共同富裕。

同时，长兴启动了夹浦地
区纺织行业转型升级工作，制
定了《夹浦地区纺织行业转型
升级实施方案》，以“智能制造”
为切入点，引导纺织企业加快
推进纺织装备的智能化改造、
产品的智能化升级，努力打造
数字车间、智能工厂。

实际上，长兴智能化生产
模式涵盖了多个产业领域。

位于长兴画溪新能源小镇
的浙江超威创元实业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设备
正有序地完成各道生产流程。

“我们引进智能化生产设备，将
原有的30个人减少到3人一条
生产线，自动化水平大大提升，
生产效率提升了近30%。”浙江
超威创元实业有限公司软包生
产部总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公司利用AI、5G等新技术，优
化资源配置，推进绿色制造、智
能制造，初步建立了从生产端、
供应端、销售端再到回收端的
全产业链大数据管理中心。

“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智能
化生产，长兴有产业支撑基础、
要素保障条件，也有协同经验积
累。下一步，全县将抢抓G60
科创走廊的重大机遇，继续深
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打
造数字经济完整的产业链和生
态链。”长兴县经信局数字经济
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图片由长
兴县委宣传部提供）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生态优化绿色为底生态优化绿色为底 工业转型智能当先工业转型智能当先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新能源小镇一景。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天能控股集团锂电池车间内，工作人员在进

行技术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