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22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康克佳 □本版美编 郭佳卉 品 牌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有着“春秋铸剑、汉造弩
机、唐铸铜铳”等传统技艺的浙
江省金华永康市，五金产业久
负盛名。经过多年的发展，永
康市打造出了一个产业基础雄
厚、产业特色鲜明的五金产业
集群，曾获评“中国五金之都”

“中国门都”“中国口杯之都”
“中国电动工具之都”“中国炊
具之都”“中国休闲运动车之
都”。近年来，由于在发展过程
中受制于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制
约，许多优质产能外流，本地发
展动能弱化，如今的永康市该
如何“涅槃重生”？

转型之路迫在眉睫

从小五金到大五金、从传
统五金到现代五金，永康五金
产业正历经风雨洗礼。日前，
永康市五金产业转型升级攻
坚行动推进大会召开，永康市
委书记、市五金产业转型升级
指挥部指挥长章旭升在会上
指出，五金产业转型升级，这
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必答题。
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在
指挥部及各专班的共同努力
下，由低效用地整治、招大引
强、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品
牌质量提升等方面共同发力，
五金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拉开
攻坚架势。

记者了解到，永康市五金
产业转型升级的最终目标是

“做大总量”，提升五金产业以
及全市中小企业竞争力。对
此，永康市实施大区块、大片区
改造，五金企业的转型将从资
源要素的堆积向资源聚集、金
融聚集、产业聚集转变。

为做好规划服务和要素保
障，一段时间以来，永康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按照产业“破散
促聚”原则，详细梳理清退图
斑，编制工业红线划定专项规
划，科学引导全市工业产业向
平台集中、向工业区集聚。

此外，永康市招商中心将
围绕电子信息、高端模具、新材
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招引一
批产品科技附加值高、带动性
强，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的项
目。“为真正把招商成果转化为
发展成果，永康市招商中心将
大力推进招商机制再创新、市
场化招商再探索、联合招商再

推进，探索构建重大制造业项
目盯引、推进、落地的闭环机制
及结合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合作
模式。”永康市招商中心副书
记、副主任徐培雄表示。

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

日前，由永康市质量技术
监测研究院牵头，会同永康市
杯壶行业协会、部分生产企业
共同制定的《真空玻璃内胆保
温 杯（壶）》团 体 标 准（T/
CPQSD0001-2022）已经中国
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批准发
布实施。该团体标准系全国首
个真空玻璃内胆保温杯（壶）的
团体标准，填补了国内相关行
业领域的标准空白。

永康市质量技术监测研究
院院长徐健康表示，虽然说团
体标准并非强制性标准，但仍

然可作为第三方公认的评判依
据，为企业生产、制造和销售提
供参照，有助于企业认知度和
行业竞争力提升。

下一步，永康市将坚持品
牌和创新双轮驱动、存量和增
量齐头并进，围绕“一年掀热
潮、两年大变样、三年成趋势”
的战略部署，通过3年到5年努
力，有效遏制产业低散乱的局
面，有效遏制行业重复竞争、恶
性竞争的局面，确保创新能力、
品牌建设、企业规模、发展质效
和产业竞争力得到明显增强，
推动五金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
高端攀升，由“白桦林式”向“热
带雨林式”转变，加速迈向“世
界五金之都”。

加快数字化平台建设应用

近年来，数字化重构需求

侧及消费端早已深入人心。永
康市多个厂家、经销商、零售
端、服务商在链主企业牵头与
数字化服务集成共享下，从地
理产业集群走向数字产业集
群，不断裂变新的创造力与生
产力。

据了解，自永康市启动五
金产业转型升级攻坚行动以
来，永康市经信局全面开展了
低效工业用地及低效工业企业
摸底调查、整治提升，推动企业
数字化改革深入实施，启动规
上电动（园林）工具企业轻量级
数字化试点改造。

在数字化转型攻坚行动
上，永康市正加快推进数字经
济系统迭代升级，全面贯通产
业链“一键通”、浙里“亩均论
英雄”等省级重大应用。其中
包括高规格打造“数字五金”

“五金区块链”等特色应用平
台，加快形成五金产业涉企信
息一网汇聚、产业动态综合研
判、产业资源高效配置的治理
服务体系。

“永康市将依托总部经济
效应，积极引进人才、资本、技
术等高端产业资源，促进五金
产业全要素、全产业链价值链
优化组合，打造数字五金特色
小镇。”永康市经信局局长陆
玲表示，下一步将鼓励企业梯
次开展信息化、数字化、智能
化改造，推进“企业数字化制
造、行业平台化服务”扩面提
质，推广中小微企业轻量级数
字化改造。

■刘正良

仲夏五月，在河南省驻马

店市西平县五沟营镇吕哨村一

处农家小院前，今年103岁的韩

棉坐在沙发垫上，斜倚在今年

102岁吕振清的怀里，这对百岁

伉俪已经携手走过了80多个春

夏秋冬，至今仍恩爱如初。

在西平县，像他们这样的

百岁老人不是个例。吕振清

说：“我们俩在这里可算不上

最老的寿星。出山镇韩堂村

村民韩丛今年109岁了，仍耳

不聋、眼不花，偶尔还可以做

针线活。”

据西平县民政局相关资料

显示，截至2021年底，西平县

常住人口64.7万人，其中65岁

以上的老人有79255人，占总

人口的12.2%；80岁以上的老

人18599人，占总人口的2.9%；

100岁及以上老人53人，占总

人口的十万分之8.3；已超过世

界长寿之乡中百岁以上老人的

评价标准。

西平人为什么如此长寿？

第一，西平县的长寿文化

根脉深厚，源远流长。西周时，

西平为柏皇氏后裔封地，称柏

国。据《蜀王本纪》记载，柏国

先祖柏灌、鱼凫等“各数百岁”，

强大的长寿基因世代繁衍，西

平历史上有许多“百岁仍童颜”

的长寿记录。

第二，尊老重孝蔚成风气，

世代传承。近年来，西平县委、

县政府组建了专门为老人服务

的西平县老龄工作委员会，并

先后筹建了20所乡镇敬老院，

3所公办福利院，5家社会养老

服务中心，37所社区老年人照

料中心，3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2019年以来，对80—89

岁、90—99岁、100岁及以上老

人，县民政部门每年分别发放

60元、100元、500元的高龄津

贴。每年重阳节期间，西平县组

织“西平县长寿文化节”，宣传长

寿知识，表彰孝德先进单位和个

人，号召全社会关爱老人，主动

为老年人办好事、做实事。

三是邻里和睦，心宽情

畅。乡村居民世代相邻而居，

相互知根知底，相互之间心里

不设防，空间无界限。家有病

疾遇灾难，有医保、社保、低

保、特困户供养、社会救助等

托底，让人们坐安心、行宽心，

心情舒畅。

四是环境优美，空气清

新。西平县地处北亚热带向暖

温带过渡地带，年平均气温

14.7℃，多年平均降水量800—

1000毫米，年无霜期222天，年

均日照时数2100小时；全县山

青田绿，森林覆盖率达39.47%，

人均绿地面积13.45平方米，

城市综合绿化率达42.56%；光

照充足，水源充沛，四季分明，

气候宜人，空气质量优良率多

年居河南省各县（市、区）前列。

五是物产丰富，饮食健

康。西平县土地开阔、肥沃，土

壤中锌、硒等微量元素含量丰

富，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其中西

平小麦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产品，被列入国家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优厚丰富的农产品

给西平人带来了更大的饮食选

择空间。西平人就地取材、就

地加工，突出了自然、生态、简

单的饮食特色。在多样化的饮

食结构中，西平人更偏爱易消

化、易吸收的健康汤食，且各种

饮食均以新鲜为主，低盐少油。

六是民俗文化丰富多彩，

影响深远。西平县是冶铁文

化的发祥地，依托冶铁技术而

发展起来的西平大铜器民间

艺术表演，已在西平县接续传

承了 1400 多年。目前，全县

80%以上的自然村都有自己的

铜乐队，每逢节假喜庆之日，

声音洪亮、形象生动、形式多

样的大铜器表演在西平县随

处可见，丰富了西平人民的文

化生活，促进了西平人的健康

长寿。西平铜器表演队还多

次在全省、全国民俗文化表演

赛中斩获大奖，目前该表演已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七是医药卫生资源丰富，

服务优质。西平县西部有近百

平方公里的伏牛山余脉，其间

林茂水丰，各种野生中药材储

量富足。西平民间有自采、自

备、用民间药方自治小病小伤

的历史传承。群众偶感不适，

随时采用中药或食疗的传统方

法进行治疗，为人民健康长寿

作出有益贡献。

遇到无法自我解除的病

痛，随时可到各级医疗单位就

诊。目前，西平县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已实现城乡全覆盖。全

县已发展县级公疗医院4所，

乡镇医院 17 所、民营医院 13

所、个体诊室29所、实现了“小

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

大病不出县”。

八是起居适时，生活规

律。久居山村乡野的西平人，

世代和太阳同步，日出而起，日

落而休，星密而息。一家炊烟

起，百户碗碟响，一日三餐，同

时同步。一人举锄头，百人侍

农田，出工收工，常并肩而行。

对他们而言，太阳是最好的补

钙剂，劳动是最好的保健操，午

憩子眠是最好的化妆品，五谷

杂粮是最好的营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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