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菱湖镇的集成电路高端
光刻胶树脂生产项目现场，百余名工
人正抢抓工期、推进厂房建设工作。
据悉，该项目由南浔区人才产业集团
引进落地，计划总投资     亿元，建
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   吨集成
电路制造用高端光刻胶树脂生产能
力。
“项目今年  月开工建设，目前

整体建设进度已达到    ，本月开
始我们陆续将设备进场，计划于  月

开始试生产。”项目负责人陈海介绍，
该项目在拥有一定技术优势的同时，
已形成一套完整且稳定的树脂制备
工艺流程，可实现集成电路制造用高
端光刻胶的量产供应，对加快高端光
刻胶树脂国产替代具有重要意义。

从项目选址到用地协调、从专班
服务到建设例会，聚焦项目招引落
地、建设推进、服务提质全流程各环
节，南浔区人才产业集团积极主动靠
前服务。在得知该项目已承接国内外

知名光刻胶企业订单，急于投产的情
况下，每周召集施工、监理、设计等单
位召开项目建设进度协调会，大大加
速了项目建设进度。

今年以来，南浔区人才产业集团
深入实施科技人才“双百双万”行动，
聚焦光电及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核心
零部件等新兴产业链，狠抓关键项目
招引、清单式项目推进、链主企业项
目引育，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为
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动能。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南浔区人才产业集团牵
头引进科技人才项目   个，同比增
长    ，项目招引再掀新热潮。
“我们通过布局海外工作站、链

接人才飞地等形式，拓宽项目信息
源，并聚焦战略新兴产业，打造了一
支集招商运营、金融投资于一体的专
业化队伍，以商引商、以才引才。”南
浔区人才产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将持续做好新兴产业招引、未
来产业布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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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美人”遇上雪糕，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盛夏
时节，在各地“南浔知味”门
店里就有这么一款“红美人”
文创雪糕，成为很多市民和
游客前往南浔打卡的“标
配”。“这是我们用     ‘红
美人’柑橘汁制作出来的雪
糕，口感细腻而丰富。”湖州
南浔新欣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不仅是“红美人”文创雪
糕，“红美人”巧克力也在这
个夏季销售火爆。眼下，在南
浔“红美人”柑橘产业园，一
箱箱柑橘果干片从冷库里被
搬出，送往柑橘巧克力生产
线。经过加工，一盒盒美味的
柑橘巧克力作为南浔特色伴
手礼，在南浔古镇多家店铺
中销售。
“红美人”巧克力颇为独

特———柑橘上面敷上了一层
白巧克力，品尝一口，巧克力
的浓郁与柑橘的酸甜融合
在一起，让人瞬间打开了味
蕾。“做成巧克力后，‘红美
人’柑橘的价值增加了   
倍。”柑橘巧克力开发企业、南浔巧
知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郑
京京表示，目前该产品销售额累计
近百万元。

据悉，南浔区现有“红美人”柑橘
种植面积    多亩，“红美人”柑橘
因为特别鲜嫩的口感被称为柑橘中
的“爱马仕”。“但近年来也出现了‘红
美人’鲜果种植面积大量扩张、价格
下跌的情况，所以我们急需开拓深加
工产业。”南浔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此他们引导企业陆续开
发了果啤、果汁、巧克力、糕点、咖啡
等产品，目前正逐步打开市场。
“原本南浔‘红美人’柑橘每年

采摘期只有两个半月，即使冷库储
藏最多也只能卖  个月，但如今却
能全年销售，消费者一年四季都可
以吃到‘红美人’柑橘产品。”南浔区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为延长
“红美人”柑橘产业链，他们还通过
挖掘、整理柑橘文化建立研学基地，
举办采摘节打造网红地吸引游客，
并将柑橘产业园与南浔古镇、练市
大观园、荃步村景区等旅游景点串
联成线，加速农旅融合发展，让“红
美人”柑橘吃出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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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在位于湖州南浔双林
镇的浙江技鸣电工器材有限公司里，
正是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车间内几
十台“方疙瘩”一字排开，一条条细线
随着机器的运转有序成型，一个工作
人员同时能够管控二十多台设备。

作为一家特种线材制造、销售企
业，深知传统产业发展的局限性。近
年来，该企业依托数字化改造实现了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等多个领
域数据的同步化。
“传统制造型企业的经营模式

中，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等领
域无法同步，生产制造环节企业是按
照自己的意愿在生产，销售环节再通
过促销打折，产品与市场无法精准匹
配，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资源，
失去了竞争力。”浙江技鸣电工器材
有限公司生产副总刘铁山介绍，目前
企业设备联网率达     ，满足了工

厂级的数字化基础建设的要求。通过
生产智能化支撑系统的建设，企业生
产的效率和效益都有所提升。

“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      ，
产品的合格率提高了      ，设备的
利用率提高    。数字化建设让我

们生产效率、效益有了明显的提升，
为我们今年产能的保证起到很有
力的支撑。”刘铁山表示，企业发展
势头良好，尤其是加大技术研发创
新力度后，产品供不应求，发展后劲
十足。

据了解，目前企业生产的产品规
格在直径        到        之
间，主要与电子信息、汽车、家用电
器和国防科技等领域配套。并以年
产     吨双零微细特种漆包线生
产能力处于长三角首位、全国第二。

尝到技术改造的“甜头”后，技
鸣电工会继续加大产品的研发力
度，运用科技力量提升产品的竞
争力，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增长。刘
铁山表示，今年下半年随着市场
需求变化，供需关系持续改善，企
业有信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实现
“全年红”。

数字化助力“技鸣电工”年产量居长三角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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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沉睡”土地激发“焕新”活力

“口袋公园”扮靓城市的袖珍空间

南浔科技人才项目招引成效显著

 月   日上午，由浙江非
遗保护公益基金主办、双林镇
人民政府等协办的真东犀非遗
市集之蘑菇街 ·大暑活动暨浙
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艺术设
计学院非遗   保护颁奖仪式
在杭州市举行。

活动现场，非遗集市吸引
了众多目光。来自湖州南浔双
林镇的双林绫绢更是在展览中
大放异彩。此次集市不仅展出
了精美的双林绫绢，还有绫绢
团扇、以双林本土文化为主元
素设计的书签、明信片、丝巾等
一系列文创产品。这些作品工
艺精湛，图案精美，充分展现了
双林绫绢的独特魅力。

活动中，现场工作人员向
大家介绍来自双林镇的非遗绫
绢工艺，精彩的讲解让观众深
入了解了绫绢文化的历史与传
承。

从传统书画装裱到各类古
籍修复，如今，双林绫绢借力现
代文化创意，用于制作戏剧服
装、绫绢风筝、团扇、丝巾等工
艺美术品和生活用品，从书案
走进了大众的视线。

近年来，双林镇充分挖掘
利用现有传统文化资源，坚持
项目建设、业态招引和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扶持绫绢等文化

企业发展齐头并进，进一步推动文旅
融合发展。“未来，双林镇将继续坚持
保护与开发良性互动的新路子，让文
化更有活力、旅游更有魅力。”双林镇
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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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湖州南浔双林镇共富渔
场项目现场，能够看到    亩连片的
渔场，养殖水面有   亩，自动喂料
机、增氧机都已到位工作，岸边果树林
立、栈道围绕，自家养的几只小鹅穿行
林中，像极了生态公园。

在不远处东双林村马家兜自然村
的“千亩方”高标准农田，农户正采用
机械播种，伴随着机器高速运转的轰
鸣声，一片片绿色在插秧机身后铺开，
大片农田换上了绿装。“有了机械帮
忙，进度比人工插秧快了好多倍，省
工、省时、省钱、高产又增收。”村民老
张笑着说。

整治前，双林镇虽也有农田，但分
布零散，机械化的设备无法“伸开手
脚”，不便管理且经济效益低下。今年
以来，双林镇切实抓好跨乡镇土地综
合整治首开区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土
地复垦开发完成率达    （全年目标
任务     亩，目前完成约    亩），
预计全年将超额完成。
“让‘闲置田’变成‘效益田’，真正

实现‘一地多用’的理念，为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提供有力保障。”东双林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敏介绍，整治
后的这块“千亩方”将用于浙农集团研
发高效农业新品种，进行新品种试验
研发，探索稻药、稻蛙、稻菜等实现亩
产效益高效农业轮作模式，还将结合
长三角亲子乐园项目建设，打造全域
多元化旅游品牌项目。

现如今，在双林镇北部现代农业
产业园，随处可见“田成方、路相通、渠
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生态农业基
地。在土地复垦开发推进过程中，双林
镇一边进行土地开发复垦，一边通过

土地流转增收，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
富裕。“我们以耕地治理、生态循环、风
貌提质为特色，对双林镇北部片区实
施农田、水系、产业等全方位的综合治
理。”双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生

态修复工程以来，我们不断优化工业
生产、农村生态、生活空间布局，目前
累计完成建设用地复垦    亩，垦造
耕地     亩，新建高标准农田     
亩，低效建设用地盘活利用   亩。”
双林镇相关负责人说。经过集中整治，
双林镇原本碎片化的空间被连接成
片，产城融合发展加速，“空地”成了
“宝地”。

“接下来，我们将在推进跨乡镇土
地综合整治和农村存量宅基地盘活利
用工作中，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的
原则，继续推进签约、腾空、拆除和复
垦等工作，腾出农业发展空间，进一步
改善人居环境、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为
乡村振兴谋好局、开好篇。”双林镇相
关负责人说。

日前，位于湖州南浔中心城区南
林路的滨河“口袋公园”以全新面貌亮
相，成为居民休闲纳凉的新去处。公园
里，滴翠的树木、蜿蜒的步道和古朴的
凉亭吸引了不少居民前去打卡，老年
人坐在凉亭里休憩，孩子们嬉笑打闹，
惬意的生活场景在此展现。

微风拂过，滨河公园内散发着清

新的味道。据悉，该公园从开工改造到
开放投用，用时仅一个月。南浔区住建
局联合区城市集团对原有的座椅、凉
亭、步道等陈旧设施进行了升级，并同
步补种绿植、亮化环境、增设节点，打
通了河岸闭塞空间，使街头的方寸角

落“华丽转身”，成为可供周边居民休
闲娱乐的游憩空间。
“‘口袋公园’虽小，但兼备自然与

使用功能的互动与互补。”南浔区城市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该公园沿线
的车流量较大，“口袋公园”在车流和
人流之间营造了安静独立的休憩空
间，让居民能够在忙碌的都市里感受
恬静的生活气息。

近年来，南浔区积极探索构建“全
龄友好、共治共享、类型丰富、开门见
绿”的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体系。眼
下，南浔区住建局以“五化五美”战略
为抓手，加快推进中心城区微改造精
提升行动，并以控成本、务实效、出亮
点为工作原则，挖掘城市的“金角银
边”，建设更多有温度、有颜值、有内涵

的城市公共空间。
年丰公园、頔塘滨河公园、浔南社

区公园……目前南浔区已建成“口袋公
园”  个，都贴近居民生活区或社区
中心。这些“口袋公园”小巧精致、功能
完备，在扮靓城市袖珍空间的同时，成
为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我们把“口袋公园”建设跟老旧

小区改造、老城区功能疏解结合起来，
按照‘   米见绿、   米见园’的原
则，努力实现居民‘推窗见绿、抬足进
绿’。”南浔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将持续围绕“古镇、水乡、文化、
现代、精致”的城市特色，继续挖掘城市
的闲置地、边角地、零星空地等，以小切
口激活城市公共空间，让“口袋公园”真
正发挥功效，实现从“增绿”到“常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