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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一改人们以往对机械模具冷冰

冰的印象。除了智能化无人工厂外，

还有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丰富的

人性化交流空间、高品质的公共服

务设施……以吸引集聚各类人才数

千名。

事实上，台州的城市经济发展

已取得骄人成绩：平均每 9 个台州

人中就有 1 位是市场主体，每 32 个

台州人就创办 1 家企业……台州是

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股份合作经

济发源地。在这个面积约 1 万平方

千米的地级市，拥有 21 个产值超百

亿元的产业集群，68 个国家级产业

基地，299 个产品细分市场占有率

国内外第一。以制造立市、以开放

强市，台州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特

点，是浙江乃至长三角重要的制造

业基地。

面向“十四五”，台州市委还

提出打造工业 4.0 标杆城市的战略目

标，核心是以数字化转型赋能发展，

要努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数字与制

造融合最紧密、产业数字化生态最

优的地区之一。

长三角一体化中找到定位

如果说，一扇窗里，我们看见

了山水自然与人居环境；在一座城

里，我们看见了都市繁华与悠远乡

愁；那么将台州置于长三角城市群

中，我们看见的是区域分工与优势

互补——这也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

进程。

“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

航运、科技创新中心，接轨大上海

就是接轨龙头、接轨时代、接轨开

放、接轨未来。”日前，台州市委

书记李跃旗在 2020 上海·台州周活

动开幕式上说，台州要借好上海之

势、上海之力，努力打造上海产业

转移的重要集聚地、资源外溢的重

要承接地、公共服务的重要扩散地、

市民休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成为

长三角南翼充满活力的新增长极。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有

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

强的区域之一。上海是发展龙头，

台州是兴业之地。从推动长三角区

域产业链整合的角度看，台州制造

与上海制造之间有较大的互补性，

上海的高端、国际化、前沿性制造

与台州的精细、分众化、“隐形冠军”

式制造相辅相成。

“舌尖上的台州”也是一大优

势。

又是橙黄橘绿时，酸酸甜甜的

黄岩蜜橘强势重返上海滩。今年柑

橘旅游节期间，黄岩举办“上海市

民万人游橘乡”“蜜橘号动车进上

海”“新民亲选直播带货”“上海

西郊国际农产品市场直销黄岩蜜橘”

等系列活动。除了蜜橘，还有杨梅、

文旦、枇杷、青蟹、黄鱼……纵观

一年四季，台州都是一座“好吃”

的城市。

上海与台州的距离，在长三角

一体化的背景下越来越近。

杨贵庆周二晚上到台州，周四回上海，

跟得很紧，一跑就八年。杨贵庆总是

随身携带洗得泛白的布袋，里面是尺

子、水笔、铅笔、白纸，随时可以画

图……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布袋教

授”。宁溪镇党委书记胡鸥说：“杨

教授的布袋就像是机器猫的口袋，藏

着乡村发展的魔法。”

今天的乌岩头，屋檐与山峦之

间，有人开出“可以发呆”的咖啡馆，

有人做起农家乐生意。

模具小镇破解智能密码

在台州，村民们可能不知道“杨

贵庆”，却认识一位很厉害的“杨

高修”，这是当地方言“杨教授”

的谐音。在“杨高修”手中，台州

黄岩一批古村落活起来了，重聚人

气、带富村民。

2018 年，国内首家以乡村振兴

为主题的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同

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成立了，杨

贵庆是执行院长。黄岩的沙滩村和

乌岩头村分别为北校区和南校区。

《乡村地理环境》《乡村适用技术》《乡

村空间布局》《乡村文化传承》……

这里不仅有乡村振兴课程表，还有

诗画般的现场教学点，身临其境、

触目可及。

在杨贵庆看来，“未来，居住

在城市或乡村并非因为贫富的选择，

而是因为不同的爱好与价值观。”“古

村落”与“现代城”，这两种空间类型，

在台州毫不突兀地并存着。

黄岩智能模具小镇就是一个“现

代城”的美好缩影。这里不仅高新

技术企业云集，更将打造成是一座

宜居、宜业、宜游的开放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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