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4日，浙江鸿盛新材料生产科研基地项目的厂房内正在进行设备安装。“PTFE生产线、热定型生产线以及针刺毡生产
线的主体设备已安装完成，下步将进行调试。”浙江鸿盛非织造厂厂长黄尚步说。

该项目的厂房主体建设已基本结束，两个厂房总面积11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34亿元，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烟尘
过滤材料生产科研基地。 记者 邓亮 摄 报道组 周盛 王佳丽 通讯员 裴帅帅 吴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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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好转
企业提信心

一季度主要工业指标企稳
向好。1-3月，实现规上工业总
产值 396.6亿元，增长 1.9%，规
上工业增加值 90.3亿元，增长
6.4%，规上工业销售产值增长
0.5%，工业用电量增长 6.6%，
和 1-2月数据相比，均出现了
回升，其中规上工业总产值和
销售产值增速“转负为正”。

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升至 50.7%，重返扩张
区间，经济回暖信号显现，企业
信心也得以提升。

动能在激发
投资在回暖

一季度新旧动能转换接续
有力。1-3月，衢州规上工业新
产品实现产值121.7亿元，同比
增长 19.1%，超过全省均速
（16.3%）2.8个百分点，排名全
省第 5，较 1-2月份排名上升 1
个位置。

同时，高端装备产业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 8.3%，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7.6%，时尚
产业增加值增长16.6%，十大传
统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3%；工
业投资主观增强，结构趋于优
化。1-3月，全市统计在库项目
数 394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134
个，同比增长 35.9%；工业投资
增长 17%，其中制造业投资增

长 40.1%，重点技改投资增长
32.3%，企业用于设备升级的购
置费超过4成，投资意向开始转
向技术研发、设备升级等方
面 ，主观意愿有所增强。

区块在联动
后劲已显现

一季度集聚区因受龙头企
业总产值回落明显的影响，出
现了负增长，而县（市、区）工业
总产值的回升特别是常山县、
江山市和龙游县的较强带动，
将全市增速拉回正增长区间。

在发展后劲上，1-3月，全
市小微企业分别实现产值
168.5 和 13 亿元，分别增长
10.1%和 7.3%，增速均高于大、
中型工业企业产值增速，小微
企业的发展贡献和后劲显现。

重点产业稳
数字有升降

一季度化工行业受环保督
查后的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
一季度实现产值 82.6亿元，同
比下降 5.6%，但属于正常波动
区间。

特种纸产业的原材料价格
趋于稳定，企业产值和利润有
所增加，一季度产值38.9亿元，
增长6.6%。绿色食品饮料产业
作为我市工业的压舱石，一季
度实现产值 22.5 亿元，增长
9.2%，其中均瑶食品、李子园和
伊利乳业等几个新增量拉动作

用明显。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实
现产值69.1亿元，增长1.9%，其
中龙游县高端装备制造业一季
度产值增长30.7%，轨道交通产
业产值增长 44.3%。新材料新
能源产业市场略有好转，市场
价格降幅放缓，65.5%企业订单
有所增加，其中集成电路和新
能源电池产业发展迅速，光伏
产业继续保持低位运行。

产业在转型
创新常态化

传统产业弯道超车“平稳
有序”，重点产业转型在加快。
新兴产业换道超车“蓄势有
力”，一季度总体运行平稳，其
中集成电路和新能源电池产业
发展迅速，光伏产业继续保持
低位运行，总体上继续延续了
新兴产业良好的培育发展态
势。

针对全市重点产业的调研
中发现，企业家就如何围绕自
身企业高质量发展，谈的最多
的就是“要创新”，市场在变，思
路不变，等待只有被淘汰。华友
新能源科技（衢州）、隆基乐叶等
多家公司表示，用创新在应对市
场变化、提升产品工艺水平、掌
握核心技术等方面求得企业更
大的竞争力和生存空间。

总体预期可控
发展压力犹存

今年1至2月，受工业主导

产品价格大幅回落、去年同期
基数较高等原因影响，全市规
上工业生产、效益等重点指标
较 2018 年同期出现大幅回
落。进入 3月开始，受益于政
策利好效应、市场转型机遇、
营商环境优化、企业自主创
新、主观投资意愿等因素叠加
作用，各项数据指标开始回暖
好转，全年经济将运行在可预
期的区间。但从国际、国内及
全省的形势看，中美贸易摩
擦、生态环保倒逼、金融等重
大风险尚存、转型升级阵痛等
诸多复杂因素作用，不确定性
仍然存在，保持高位增长不容
乐观。

下步，我市经济将以“稳”
字为基调，抓实抓细，夯实外
部发展基础。持续推动政策
落地落实，有效放大政策效
应；扎实开展“组团联企”服务
工作，提升精准服务水平；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踏
实做主业。以“增”字为目标，
助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启
动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和工业数字化转型两个三年
行动计划；量质并举加快推进
小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增后
劲；持续抓实招商引资工作，
添增量。以“变”字为重心，顺
势而为，主动创新加快转型升
级。加快产业“聚合”，打造产
业链生态圈；加快产品“蜕
变”，注重市场细分及领域专
注；加快观念“逆变”，主动而
为创新倒逼。

首季度全市工业数据分析

经济回暖基本面良好
记者 邓亮 通讯员 谢剑利 胡周迪 毛通通

5月 7日下午，中天东方氟
硅材料有限公司检修工段的员
工们喜笑颜开，他们刚刚收到
了市总工会送来的“全国工人
先锋号”荣誉证书，正忙着将
奖牌挂到墙上。此前，该工段
被全国总工会授予 2019年度

“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是
今年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
集体。

中天氟硅检修工段组建于
2007年 3月，从一开始便被赋
予了确保装置安全稳定运行的
重大使命。尤其在刚刚过去的
2018年，对于中天东方氟硅来
说，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这一年，随着国内有机硅产业
市场回暖，中天东方氟硅生产
的有机硅产品供不应求，公司
年实现销售 15.3亿元，同比增
长 46%，创造了近年来的最好
佳绩。“我们生产越紧张，装置

的维保任务就越大，检修工作
强度也越高。”中天氟硅相关负
责人介绍。

抢修工作是化工检修的一
大特点，面对日常繁重的检修
任务，28人的检修团队显得势
单力薄。去年 10月底，检修工
段遇到了更棘手的问题——抢
修重点在流化床指形管消漏，
但因漏点处于外管内部，根本
无法从外部直接察看，更不能
直接进行抢修消漏。

如何才能迅速消除漏点，
避免造成装置全系统停车？
检修工段经过多番研讨，决定
把 300 多根内束管与外管吊
离，进行内部封口焊接。但这
一检修方式在国内同行中尚
属首例，毫无经验可借鉴。经
过连续 32个小时的作战，检修
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冒
雨拆卸封头，进行查漏、堵焊、

试压合格后，上下尝试吊装 10
余次，最终顺利将 300多根内
束管插入外管，完成了抢修工
作，保证了公司生产装置的正
常运行。

据悉，检修工段现有钳
工、焊工、起重等工种 28 人，
其中高级技师 1人、技师 7人、
高级工 11 人，大部分员工均
具有独立操作能力，是公司一
支检修技术出众、敢打硬仗的
团队。

除了临时抢修工作，装置
开车期间的设备检修维护才是
检修人员最主要的工作。“我们
拥有活塞式压缩机、螺杆式压
缩机、离心泵、磁力泵、搅拌釜、
振动筛等生产设备，装置占地
面积达 16万多平方米，数量非
常繁多。”检修工段设备工程师
吴天强介绍，由于生产过程中
会产生盐酸、硅粉等腐蚀及高

硬度介质，导致设备、管道、阀
门等腐蚀磨损严重，检修强度
随之增高。为保证装置高效运
行，检修工段便在装置开车期
间每天安排检修技师带队进行
夜间值班，以保证检修工段 24
小时有人待命，并做到设备检
修及时率 100%、检修合格率
100%。截至今年 4月底，该工
段已完成日常检修维护项目
1500多项。

“检修工段的员工技能过
硬、创新力强、战斗力强、凝聚
力强，不仅较好地完成各项检
修任务，而且在工段团队建设
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充分
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中天氟
硅总经理章立干表示，此次荣
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检
修工段将再接再厉，发挥先锋
作用，为企业安全稳定发展保
驾护航。

5月15日，记者从市应急管
理局获悉，我市对去年首轮安全
生产巡查的柯城区、龙游县、江
山市、常山县 4个县（市、区）人
民政府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
推动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到位，确
保巡查取得实效。

去年10月8日至11月6日，
市安委会巡查组对柯城区、龙游
县、江山市和常山县4个地方党
委政府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专题
巡查，巡查组重点巡查了 1区 1
市 2县的 10个县级安委会成员
单位、10个乡镇（街道、经济开
发区）、25家企业，组织了6场座
谈会。

巡查组共核查了 8个重大
隐患点，个别谈话70人，收到群
众来电举报1件，并查阅了2016
年以来的台账资料，发现安全生
产各类问题195个。

在巡查中发现，4个地方存
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安全
生产工作决策部署不够有力，安
全生产考核权重普遍偏低，安全
责任落实未到边到角；安全监管
体制十分薄弱，基层安全监管力
量严重不足，人员流动大；依法
治安水平普遍不高，执法装备、
人员不足，执法能力偏弱；重大
隐患超期未改，未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通报警示约谈制度，未扎实
推进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
动，消防三年翻身仗行动迟缓等
问题。

此次巡查“回头看”工作从
5月 15日开始，持续到 5月底，
巡查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整改
印证资料和现场抽查等方式，对
照问题清单进行实地核查。巡
查组主要从4个方面进行“回头
看”，看是否对照巡查反馈意见，
制定整改方案，细化整改内容、
整改措施，明确整改任单位和时
限；问题整改是否久拖未决、全
面到位；针对反馈的企业隐患整
改是否动真碰硬、彻底清仓；长
效机制是否建立健全，针对区域
性、普遍性问题是否加强研究，
举一反三落实措施、堵塞漏洞；
企业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人责
任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压紧压实。

“我们将依托巡查‘回头
看’，强化结果运用，进一步提高
巡查的影响力、督导力和指导
力。”市安委办副主任、市应急管
理局副局长胡耀龙说，“回头看”
结束后，巡查组将提交巡查报
告，对整改有力、效果明显的，予
以通报表扬；对敷衍应付、整改
不力的，要视情进行分类处置，
提出问责建议交市安委会决定。

杭拖实业、民泰中药、中源幕
墙装饰、众卡运力、大和热磁等企
业已陆续签约，打造独具常山魅
力的万洋众创城，常山县主要领
导挂帅，不断刷新“常山速度”。

以“大园区”为产业集群发
展理念，以“一核（产业集聚区）
两区（工业园区和辉埠新区）”为
工业发展平台，提升生产要素配
套和环保准入标准，打造全省绿
色、生态、标杆园区。“两区”优化
整合提速，推动区外企业入园，
完善区内生产、生活配套，培育
园区文化。目前，斯凯孚轴承生
产基地（一期）、大和热磁先导产
业园（一期）等产业类项目陆续
投产，利安隆产业园、哲丰新材
料产业园二期等重点项目紧锣
密鼓推进。其中，哲丰新材料产
业园二期22万吨纸质新材料项

目，计划年底完成两条生产线调
试，其中一条投入试生产。

转型升级重在提高工业增
长质量，“破山”行动聚力数字经
济培育，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
号工程，坚持“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两手抓，推进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加快发展，大力推进轴
承等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首批
5家轴承企业数字化改造试点
已基本完成，启动轴承锻造领域
数字化改造技术研究，搭建常山
工业互联网平台，以点带面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3
年内实现轴承制造锻车磨全过
程和轴承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两
个“全覆盖”，推动轴承企业完成
数字化精细管理，助力企业迈出

“产业数字化”的第一步，推进全
县轴承制造水平再上新台阶。

我市开启首轮安全生产巡查
“回头看”工作

记者 邓亮 通讯员 罗进暖

中天检修工段
喜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通讯员 姜闪闪 张小平

常山“破山”行动
擂响大抓工业战鼓
记者 王继红 通讯员 徐小飞

哲丰新材料四条纸机投产；总投资15亿元的大和热磁产业园、

轴承制造全球龙头企业瑞典斯凯孚常山基地先后开工投产；支持企

业“攀高亲、结洋亲”，双明轴承实施股改，五洲新春收购捷姆轴承；陪

同“万洋”工作人员办理土地许可证、完成项目备案赋码和环保备案

工作，即将开工建设……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获悉，今年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山”行

动在常山展开。

涉工部门一盘棋，围绕“提出一批意见建议、完善一批扶持政策、

解决一批突出问题、引进一批产业项目”成立五个小组，抽调精兵强

将，人员下沉园区集中办公，全力助推企业破解“市场的冰山”、“融资

的高山”和“转型的火山”。

解决81个涉企问题

工业转型升级关键期，面临
招商引资模式较传统、现有园区
吸引力较欠缺、经济形态较复
杂、服务能力还需提升等短板。
常山县明确，今年重点工作第一
项就是擂响大抓工业战鼓，通过
优化园区，提升平台“主战场”；
聚力龙头企业发展、数字经济培
育、存量资源盘活等，筑强产业
主引擎；打好招商“主动仗”、当
好服务“主力军”。

“破山”行动作为大抓工业
当头炮，常山县建立“1+1+N”服
务企业工作体系，即一个联席会
议、一个要素保障组、“N”个服务
小专班，通过整合力量、集中精
力，直奔企业、直面问题、着力解
决，从今年1月底至目前，帮扶干
部 150余人次进企业收集问题
117个，已解决问题 81个，36个
问题明确后续跟进落实措施。

3月27日，常山县商用冷柜
行业协会成立，“协会和党支部
同时成立，在县里还是首家。”会
长江明其介绍，在党建统领下，
可以解决行业自律问题，另一方
面，通过“党建＋协会＋产业”的
模式，加快形成抱团发展，有效

节约原料成本，打破市场和研发
壁垒。

助力企业越过“转型的火
山”，常山县强化精准施策，借助

“最多跑一次”改革，梳理涉企办
事事项，编制《流程指南》，完善
出台工业新政“二十八条”，优化
提升政策兑现；力推企业通过兼
并重组、智能化发展等实现产业
升级。围绕融化“市场的冰山”，

“破山”行动以发展“高精尖”产
品为导向，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
和高端技术平台，与浙江工业大
学、杭州轴承试验研究中心等科
研院所开展战略合作，深化与衢
州学院“智汇常山”战略合作，鑫
龙轴承、雄狮工贸、隆盛线业等
一批企业陆续与衢州学院开展
项目合作，揭牌成立东南数字经
济研究院常山分院，推进轴承行
业共性技术联合研发。加速航
空轴承研究院、工匠学院等平台
建设。谋划“院士常山行”等载
体，为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创造
平台。目前，该县已建有院士工
作站 10家、博士工作站 9家，累
计柔性引进海内外各类高层次
人才36名。

推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今年一季度，全市工业经济呈现“低位回升、趋稳转好”的运行特征，“低位运行”主要受周期性、结构性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宏观影

响，“回升转好”受益于政策效应、市场风口、创新转型等利好叠加，首季工业经济经波动后趋于稳定转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