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9.1.11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燕平/版面设计：管继承 10

财经·新闻

财经圈

扫一扫二维码

了解财经大事

本报记者 王益敏

本报通讯员 曹宇杰

最近一个多月，公交车

司机盛建强每天都要往返于

嘉善县姚庄镇和上海青浦之

间 10 多趟，11 公里的跨省

公路，他驾驶的中巴车一站

即达。

姚庄镇位于嘉善东北

部，与上海相连，是浙江接轨

上海的桥头堡。但之前因为

没有交通工具，对普通老百

姓，也并非能说走就走。“以

前，大家大多约好出行时间，

一起搭车。现在，半小时一

趟的公交车，随到随走，对于

小镇人来说，是新鲜事，更是

好事。”盛建强说，他开了十

多年的城乡公交，突然开起

跨省公交，“我这个老司机也

是有点兴奋的。”

长三角一体化交通先行，嘉善上海之间每天1.5万人往返通勤

从上海到浙北小镇落户的科创企业，年产值实现三级跳

“双城记”：小姚庄和大上海

很多上海公司搬到了姚庄
本打算辞职的员工小镇安了家

姚庄更“深”地连通上海，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缩影。

一项小型调查结果显示，在 2010 年嘉善南站开通高铁之初，

该站每天的到站人数大约在 1000 人次左右；如今，随着长三

角一体化提速，每天有近 1.5 万人在嘉善和上海之间完成常

规通勤，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实现了双城生活，既工作

在一地，生活在另一地。

三年前，徐丽花跟着公司，将工作地从上海搬到了姚庄。

“第一眼见到公司的‘样子’，甚至有了辞职的念头。”徐丽花

说，那是 2016 年初，位于姚庄经济开发区二期的公司还未完

全竣工，周边连个像样饭馆都没有，让她这样一个习惯了大都

市工作环境的人，无法接受。

徐丽花的公司名为乾大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研制、生产

汽车内外饰材料，比如，粘贴车尾的标志、车内的警告牌所要

用到的双面胶布，以及方向盘里层物、安全气囊填充物等。

公司原来有200人左右，有些在上海生活工作惯了的人，

因为这次“大迁移”，选择离开了公司。徐丽花是公司的体系

工程师，属于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她决定留下来先看看情况。

2016 年 9 月，新公司开张，包括徐丽花在内的绝大多数

工作人员，开始了他们的“双城记”。

“几天下来发现，尽管公司搬到了六七十公里外的浙江小

镇，但我们每天的作息时间，并没受过多的影响。”徐丽花说，

公司安排了班车，每天定点接送，“以前从家到公司大概一个

小时，现在从家到班车接送点十来分钟，加上路上四五十分

钟，总行程时间几乎相同。”

更让徐丽花接受新公司的，还有这里的工作环境。“我们

在上海的厂房是租的，因为上海房租贵，我们之前的工作环境

有些局促。在这里，老板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以优惠价买了

30 亩地，除了宽敞的办公大楼、生产车间，还有篮球场、羽毛

球馆、咖啡吧，一下子高大上了许多。”徐丽花说，和她一样，身

边的同事，大多很快喜欢上了小镇里的生活和工作。

随着越来越多的“乾大”的进驻，姚庄变得热闹了。几个

月后，徐丽花发现，新厂周边的配套设施逐渐完善，小饭馆、量

贩超市、水果铺都开了起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觉得赶上了当

地发展的好契机，索性筹钱买了房。”她说。现在，嘉善的新房

正在装修，过段时间会把老人先接过来，“享受这里的恬静、清

新的小镇生活。”

小城镇全面接轨上海
一体化发展激发活力

公司搬入新厂后，业绩始终保持了高增长。据悉，2016年

公司销售额1800多万，2017年1个亿，2018年超过2个亿。

“年产值实现三级跳，这也让我们下定了在小镇扎根的决

心。”公司董事长张海军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年多来，公司在

姚庄不断招人，目前公司总人数超过了 400 人，“这里成就了

我们，我们也带动了姚庄的就业和发展。”

在张海军看来，融入一体化发展，给他带来的不止是整个

工作环境的变化、业绩的增长，还有对未来的信心。“如今，我

们生产的车饰材料，大多供给浙江本地企业，宁波均胜电子这

样的上市公司就是我们的大客户。”张海军说。在长三角一体

化的背景下，各类要素资源加速自由流动，也为企业创造了更

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接轨上海、融入发展也壮大了姚庄的根基。目前，姚庄经

济总量位列嘉善各乡镇、街道第一，而姚庄本土企业也因为融

入了外来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逐渐更新换代、转型升级。

据统计，2018 年上半年，姚庄镇先后从上海或通过上海

信息引进外资项目 9 个，内资项目 5 个，引进高端人才（博士）

两名，而去年下半年的引进工作仍在加码。目前，姚庄全镇

90%以上的外资项目、80%以上的人才和 70%以上的三产项

目直接从上海等长三角地区引进，有接近 200 名高端人才和

高层次管理人员“居住在上海、工作在姚庄”。

“从产业经济一体化到社会治理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

交通网络一体化、旅游资源一体化，我们正在寻找融入上海的

N种可能性。”姚庄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小城镇，他们早已

抛弃了曾经单打独斗的做法，通过一体化发展，瞄准国内乃至

国际市场，对内开放对外开放联动，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浙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加强区域一体化是浙

江作为自然资源小省，科学、充分利用省内外资源和市场，增

强全省转型升级动能的战略选择。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浙江来说是一项重大

的战略机遇。身处我国经济总量最大、中产阶层规模最大，而

且是我国较早建立跨区经贸深度合作体系、政商研学生态圈

培育较为成熟的地区，浙江已较好分享了长三角地区石化、汽

车、电脑（笔记本）、软件、金融、物流、旅游等产业的集群共育

与市场共享的益处。

浙江要聚焦科技创新与高新产业，育强以数字经济为主

体的新经济。数字经济是新经济的最亮点，也是长三角经济

一体化的最强引擎。浙江需进一步担当好先行者角色，发挥

好杭州国际空港链接功能，联动建设好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

杭绍甬智造大走廊和杭州湾金融港湾。

浙江要聚焦高能级开放合作平台联建，支撑区域融荣发

展。加快小洋山国际航运特色小镇策划、大洋山开发前期研

究和自由贸易港谋划；梅山开发需聚焦国际强港、开放强省建

设，结合浙江自贸试验区 2.0 版建构，加速增强进口贸易新物

流新金融等优势。

浙江还要聚焦市场规则制定与执行，实现市场治理现代

化。浙江需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培育相对成熟、市场体制机制

相对灵活的优势，主动支持长三角市场规制一体化的协商、制

定与完善，以有效形成长三角统一协调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分

工合作新生态。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秦诗立

抓准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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