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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魏董华

　　在浙江衢州，钱塘江源头的橘农也许不曾
想到，黄家乡寺前村的柑橘地会因为一种化学
元素，变成如今塔罐林立、管道纵横的工业园
区。钴，一种坚硬、具有光泽的银灰色金属，主
要用于制造磁性、耐磨和高强度的合金。这个
与全球能源转型紧密相关的元素，给浙江省经
济发展程度并不出众的衢州市带来了产业链
上的巨大变化。经济发展中所谓的“后发优
势”，放到衢州来看，其中之一就是避免走“承
接产业梯度转移”的老路，依托自身优势发展
特色产业链集群。这座千年古城“工业立市，产
业兴市”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密码也正蕴含
于此。

一条围绕“钴”的产业链集群正在形成

　　在浙江省衢州市“智造新城”——— 时代锂电
项目产业园，围绕着“钴”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链集群正在形成。
　　作为制造锂电池等新型电池必要的金属原
料，钴被广泛应用于电动车、消费类电子产品、
航空精密设备等领域，是用于新能源汽车三元
锂电池的正极材料。
　　衢州市工业强市专班专职副主任谢剑利
说，不光有正极材料，还有负极、隔膜和电解液，
被称为锂电池上游材料关键四大件，在衢州都
有相关企业。围绕华友钴业这个核心“链主”企
业，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成群、协同创
新，是衢州走“工业立市，产业兴市”之路的重要
驱动力。
　　在智造新城东港工业园区内，吉利“三电”
衢州项目的电池包生产线正在调试，“这个安装
在汽车底盘上的‘大号电池’，价格要占整车价
的一半。”项目副总指挥付学智说。
　　衢州吉利“三电”系列项目占地面积 1500
多亩，建成后将具备新能源动力电芯、电池包、

三合一电驱系统以及储能系统的生产与供应能
力。“计划于 2024 年底实现满产，将全力服务
于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战略转型升级。”付学智
说，“衢州有锂电产业优势，与我们的产业链契
合度较高，在此布局生产基地，是自然而然的选
择。”
　　“氟硅钴锂四链联动，衢州有国内唯一四
链齐备的国家高新园区，基础好，更要抓住向
下游延伸的机遇。”衢州科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邵向东从事有机硅行业 16 年，见证了
行业起伏，眼下单体有机硅进入微利时代，每
吨产品从六七万元一度跌至低谷时不到两
万元。
　　邵向东说，企业斥资 2.9 亿元，上马年产
2.3 万吨的新型有机硅材料生产线。投产后，产
品将应用于印染助剂、电解液添加剂等领域，产
品价格可达 10 余万元/吨。

“企业可以无中生有，但产业不行”

　　“新材料行业不是凭空出来，无中生有的，
是依靠之前的产业打下的基础，才能形成今天
的集聚效应。”谢剑利说。
　　 1958 年，衢州巨化集团第一套生产装置
电石炉动工兴建，宣告了“浙西化工城”的诞生。
衢州氟硅钴锂“产业大树”的崛起背后，正是巨
化集团公司的强力支撑。
　　“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龙头带动、竞争合
作、错位发展、良性循环、不断升级。”衢州市发
改委主任郑建忠说，目前，衢州高新园区的企业
和巨化的直接关联度已达 73%，间接关联度达
92%。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衢州
区域管理中心总经理方圆说，我们生产所需的
烧碱、硫酸、液氨、盐酸等化工原料和制备蒸汽
均由巨化供应；副产物硫铵销售给巨化，废水也
由巨化处理。
　　从事锂电池上游材料行业的广州天赐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二次在衢州投资，就是相中衢州
产业链配套优势，其中氯气、蒸汽都是由巨化
配套。
　　产业基因决定方向，产业基础决定出路。巨
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为衢州氟硅钴锂
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下游企业的引入也
是水到渠成。
　　围绕动力电池材料产业链，衢州市先后招
引了浙江时代锂电新材料国际产业合作园、吉
利“三电”、瑞泰新材料等一批项目，实现了动力
电池全产业链闭环。谢剑利说，仅浙江时代锂电
和吉利“三电”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 600 亿
元，建成后可为衢州带来近 2000 亿元的产值
增量。
　　产业集群效应带来的好处十分明显。杉杉
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朱学全说，

“产业链条变得更加紧凑、高效，部分原材料可
就近配套，这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郑建忠说，相比传统土地、税收等优惠政
策起主导作用的招商模式，“产业链”招商一
方面以其更精准、更专业、更规范的特性对企
业产生更大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当
地产业形成集聚效应迅速发展壮大，达到“双
赢”。

产业的发展与绿水青山融合

　　打开衢州的工业经济版图，以化工和冶金
为代表的重工业占有较大比重；而衢州又是浙
西重要的生态屏障，保障“一江清水送杭城”，因
此，摆在很多城市面前的发展观考题，对于衢州
来说更为两难。
　　在“不顾与生态环境的冲突，换来一时数量
增长；还是在生态保护中发展，使区域经济实现
质的飞跃”中，衢州的选择是后者，并主动放慢
了“狂奔的脚步”。
　　谢剑利说，作为政府财力有限的山区市，不
得不集中财力办大事。那些年，衢州着重建设绿

水青山，开发生态旅游，建设交通配套……然
而回过头看，这里的“停一停、缓一缓”，是为
下一步的工业发展积蓄力量。
　　“从衢州的产业结构看，要找到生态和
工业的平衡点，对原有传统产业不能简单
关停，一抛了之，而是技改转型，走绿色发
展之路。”衢州元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陈玉兴说，现在衢州钢铁冶金已
经看不到过去污水横流，大烟囱冒着烟的
场景。
　　置身于衢州元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生
产基地，传统重工企业“傻大黑粗”的印象被
彻底颠覆。这里没有一般冶炼厂堆积如山的
冶炼废渣；无烟尘的车间内机器轰鸣，但几乎
闻不到任何刺鼻味道，厂区道路干干净净，处
理后的废水池中鲤鱼嬉戏。
　　传统重工业企业有能耗天花板的发展瓶
颈，元立在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方面进行了大
量探索和创新。“一般钢厂有 60% 自发电就
很不错了，我们能做到 100% 用电自给有余，
每年还向大电网倒送电力，供电收入有
1000 多万元。”陈玉兴说。
　　数据显示，2022 年衢州整治提升高耗
低效企业 465 家，腾出用地空间 9924 亩，腾
出用能空间 27.9 万吨标煤。
　　产业的发展与绿水青山相融合，慕名一
江碧水而来的企业越来越多。娃哈哈食品饮
料、伊利乳制品、东鹏特饮等一批奔着好水而
来的项目纷纷落地。“旺旺集团在衢州已先后
增加投资 10 多次，经过多年的布局，已基本
成型。马迭尔从哈尔滨到北京，再到衢州，挑
挑选选，看中的就是优质水资源。”衢州市招
商投资促进中心负责人说。
　　水，已经从最普通的资源禀赋变成了经
济发展的“金名片”。不经意间，衢州长出一个

“涉水产业链”，2022 年，全市引进涉水产业
项目 14 个，总投资 44.1 亿元，同比增长
90.2%。

生 态 与 农 业 大 市 的 新 型 工 业 化 之 路
钱 塘 江 源 头 特 色 产 业 链 集 群 走 访 见 闻

　　新华社昆明 2 月 27
日电（记者字强）记者从云
南省人大常委会 27 日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云
南省古茶树保护条例》将
于 3 月 1 日起施行。该条
例共 30 条，聚焦树龄在
100 年以上野生茶树和栽
培型茶树保护、管理、研究
和利用中需要解决的问
题，对古茶树种质资源、生
长管理、环境保护、移植、
利用、死亡等全周期科学
保护作出规定。
　　云南是世界茶树起源
地和种质资源多样性中
心，古茶树资源丰富。据初
步调查统计，云南省集中
连片分布的古茶树约有
67 万亩、2000 万株。云南
省的野生茶树群落、野生
茶树以及古茶园、古茶树
不仅是茶树原产地、茶树
驯化和规模化种植发源地
的“活化石”，也是未来茶
叶发展的重要种质资源
库，是极为珍贵、独特的生
物资源和茶文化资源。
　　云南省人大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谢晖
说，随着古树茶价值的不
断提升，古茶树资源保护
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
出，破坏古茶树资源的行
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
古茶树的正常生长和古茶
园生态系统，严格保护与
科学利用形势十分严峻。
制定《云南省古茶树保护
条例》，旨在引导公众提升

保护古茶树意识，压实政府和相关部门保
护古茶树资源的责任，规范古茶树资源科
学管理和合理利用，从源头上保护和提升
古树茶品质，助推云南茶产业提质增效。
　　条例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对加强规划、
编制保护专项规划、资源调查登记、保护范
围划定、保护标志设置、动态监测、生态修
复、种质资源保护等作出具体规定。条例鼓
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企业依法
建立古茶树种质资源库、资源圃、繁育基
地、基因库，开展古茶树种质资源研究利
用，培育新优茶树品种。条例禁止擅自砍
伐、移植古茶树等 6 种危害古茶树及其生
长环境的行为，同时也禁止境外机构和个
人采集或者收购古茶树籽粒、果实、根、茎、
苗、芽、叶、花等种植材料或繁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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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2 月 27
日电（记者于文静）农业农
村部近日组织对湖南、江
苏、广西、湖北、海南、重庆
等第一批 6 省（区、市）第
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工作进行验
收。6 省份通过验收，收集
到白马牙玉米、地灵红糯、
城口火罐柿、保亭木豆等
一批优异、珍稀、特色资源。
　　这是记者 27 日从农
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据农业农村部种业管
理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启动以
来，各地贯彻中央种业振
兴行动有关部署，落实开
展种质资源普查有关要
求，组建普查队伍，强化技
术支撑，对辖区内所有农
业 乡 镇 进 行 全 面 走 访
调查。
　　截至目前，第一批启
动资源普查的上述 6 省
份共覆盖普查县 315 个，
重点调查县 96 个，征收
集资源合计 17507 份，超
额征收集资源 3527 份。
　　普查中，各地坚持普
查保护同步推进，收集到
一批优异、珍稀、特色资
源；坚持普查利用同步推
动，挖掘了保靖黄金茶、桃
叶橙、常熟黄金小玉米、黄
姚黑豆、山栏稻等一批优
异资源并推广利用，经济
社会效益显著。同时，一批
优异资源引起了社会关
注，提高了公众的种质资
源保护意识。
　　据悉，行动开展至今，
全国 2323 个县（市、区、
旗）面上普查已经全部完
成，679 个县（市、区、旗）
重点调查进入收尾阶段。
目前，相关部门正逐步开
展普查数据核对归档、资源编目入库等工
作，并将推动资源鉴定、登记、保存。普查结
束后，农业农村部将发布《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状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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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重庆 2 月
27 日电（记者赵佳乐、
陈青冰、周思宇）春日，
美人梅盛开，重庆轨道
交通 2 号线穿梭于花
海之中，成为山城人民
的独特踏青点和众多游
客的网红打卡点。除了
扮靓城市“风景线”，重
庆轨道交通也在筑牢民
生经济“发展线”，运营
总 里 程 于 2 7 日 突 破
500 公里。
　　重庆山多、路窄，交
通曾是制约城市发展的
重要因素。重庆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岳顺介绍，从
第一条跨座式单轨，到
如今“环射+纵横”的轨
道交通运营网络，重庆
轨道交通不断破解地形
难关、攻克技术瓶颈，现
在已经构筑起世界领先
的山地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网络。
　　目前，重庆市轨道
交 通 运 营 线 路 共 1 2
条，运营里程达到 501
公里，共建设 284 座轨

道交通站点，高效串联起机场、高铁站、商圈、大
型居住区等重要功能节点。2022 年，重庆轨道
交通客运量达 9.1 亿人次。
　　 70 岁的吴传勇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他
不仅亲历了重庆交通的发展变革，同时也是轨
道交通的忠实记录者。在他的镜头里，列车穿过
云雾笼罩的大桥，穿过春日芬芳的花海，也穿过
人流熙攘的闹市……
　　“轨道交通不仅给我们带来方便，也是一道
专属于重庆的独特风景，拥有极强的山城特色，
吸引了一大批游客、摄影师前来‘打卡’。”吴
传勇说。
　　方便市民出行、塑造城市形象的同时，轨道
交通推动产业要素沿线集聚的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周晓勤表
示，重庆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大量企业在重庆
落地建厂。目前，重庆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企业
近 100 家，涵盖整车、设计、施工、机电、道岔等
领域，年产值约 100 亿元，解决数万人就业。
　　重庆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何希和表示，重庆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一直保持
创新意识，多年来取得不少突破，比如推出专为
适应山地城市地形条件研制的 As 型车，建成
不少堪称“世界工程”的轨道交通桥梁等。
　　“如今，轨道、城市、产业高效互动、协同发
展的良好局面基本形成。”岳顺表示，“十四五”
期间，重庆将着力构建内外贯通、普快结合的多
层次轨道交通体系，力争主城都市区轨道交通
运营及在建里程超过 1000 公里，全面支撑
2.87 万平方公里的超大城市空间布局，支撑万
亿级产业高效集聚，支撑千万级常住人口便捷
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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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李思远、俞俭）“订单得
24 小时内发出，加班选果、装箱是常态。每天平
均有 300 吨鲜橙发往全国各地。”春寒料峭，却
难掩脐橙热销，湖北宜昌华维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游玉敏忙得不可开交。
　　 23 日，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华维电商物流
园里，洗果分级设备高效运转，工人有条不紊地
分装，一箱箱发往江苏扬州、福建厦门、广东深
圳、河南郑州等地的脐橙，贴好快递面单，整装
待发。
　　秭归县甄食商贸有限公司也是进驻华维电
商物流园 214 个电商企业之一。流水线打包台
上，工人忙碌地选果、称重、贴标……公司运营
经理郑语晴告诉记者，2 月份已线上发货
35000 件，仓库打包的同时，果农同步在采摘鲜
果，日采摘量 9 万斤左右。
　　作为中国脐橙之乡，三峡库首第一县秭归
四季产鲜橙。近年来，通过加大科研力度，调整
品种结构，秭归建成了三峡库区最大的柑橘良
种种质资源库，境内 408 公里长江干支流库岸
线上，一年四季都有黄澄澄的脐橙挂满枝头，脐

橙种植面积 40 万亩。
　　借助“四季鲜橙”独特优势，秭归搭建农产
品出村的电商通道，“电商+网红+直播+短视
频”的线上营销新模式逐渐形成。
　　秭归县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王恩杰介绍，
全县 65 家重点电商企业与 3582 户农户、11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结成帮扶对子，通过配方施
肥、病虫害绿色防控、完熟采收等措施，4 万多
亩柑橘种植基地实现标准化。
　　屈姑食品、辰颐物语等一批本地电商快速
成长。屈姑集团销售总监李玲玲介绍，通过搭建
电商分销平台，屈姑脐橙产品出口 150 余个国
家，电商销售突破 1 亿元。
　　立好三脚架，架上两部手机，68 岁果农周
功寿的抖音直播就开始了。周功寿是秭归县王
家岭村五组村民，种了 23 亩脐橙。拥有 1.1 万
粉丝的他，短短几个月，就将 1000 多箱脐橙卖
到了全国各地。
　　培训农民，带富农民。秭归着力做好电商人
才引进和培育工作，先后开展直播带货、产品运
营、售后客服等培训 107 期，培训电商学员超 5.8

万人次。如今，秭归电商企业达 2600 多家、网
店达 8100 多家，从业人员超过 6 万人。
　　电商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
推进。92 个行政村在商超、便利店建立村级
服务站点，75 个行政村有专人开展快递代理
服务，12 家通村客运公司 70 余台客车参与
快递捎带服务……设立县、乡、村三级电商服
务站点，秭归实现村级电商服务站和物流体
系建设全覆盖。
　　秭归县委有关负责人说，通过出台扶持
电子商务发展的财政、金融、土地等一系列配
套政策，平台、企业、物流、服务、大数据紧密
融合成为现实。如今，秭归约 30% 的脐橙通
过网络直达“舌尖”，电商年销售总额超 30
亿元。
　　小小的脐橙成为秭归第一大富民产业。
眼下，春耕正当时，除了做好果树追肥、修剪
等田间管理，建设柑橘产业大脑、农村电商大
数据服务平台、完善脐橙价格指数等事宜也
在加速推进。“未来，秭归脐橙产业优势会更
加明显。”王恩杰说。

湖北秭归：电商助力小脐橙长成大产业

  ▲ 2 月 27 日，小朋友在湖北省宣恩县仙山贡水旅游区的一处草坪上放风筝。春光明媚，人们踏
青出游，放飞风筝，乐享春日美好时光。               新华社发（宋文摄）忙趁春风放纸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