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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区十三届三次党代会站在推进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高度，发出“在拥抱台州大湾区建设中推动

黄岩高质量发展”的响亮号召。如何理解和把握黄岩区委提出的“在拥抱台州大湾区建设中推动黄岩高质

量发展”，笔者认为，黄岩必须发挥自身优势，在现代湾区建设中要引领各地建成各有所长、百花齐放、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台州后花园，从四个路径来认识和把握。

借梯登高的必由之径

建设现代化湾区是新的历史阶段推进台州更高质量发展的追求与方向。从全球发展看，湾区建设是世

界滨海城市走向繁荣与引领的共同经验，湾区经济成为了当今世界区域经济的突出亮点和滨海城市的高端

经济形态。从全国大势看，湾区建设已上升为中央、省委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央先后将粤港澳大湾区和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浙江省委也审时度势，作出了建设浙江“大湾区”的战略决策。从台州、

黄岩自身看，湾区建设是转型发展、跨越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黄岩已迈入工业化中后期，

进入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综合转型的发展期、突破跨越期，发展模式迫切需要改变。作为主城区之一的黄

岩，未来发展路在何方？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发展战略告诉我们，黄岩应把握大势、借鉴经验、抢抓

机遇，在拥抱台州大湾区建设中推动黄岩高质量发展。

借船出海的必由之航

台州具有得天独厚的湾区资源，浙江六湾台州拥有三湾。台州人对湾区建设情有独钟，有天然的湾区

情结。早在 1994 年撤地设市之初，台州就拉开了从“内陆时代”迈向“海洋时代”的序幕，1995 年第一

次市党代会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港口城市”的目标，是浙江探索湾区经济的急先锋。但在浙江大湾区的

棋盘中，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中，台州不是主角，至多是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浙江大湾区和

长三角一体化中寻找台州湾区建设的准确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错位发展。要以湾区的视角规划

湾区，加强湾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城市经济的分工与协同、区域交通的互联与互通、人居环境的舒适与宜

人是湾区的本质特征，要以湾区的这些本质特征来编制湾区规划、统筹区域发展。按照港产城湾一体发展

和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理念，重新梳理城市空间规划、产业布局规划、基础设施规划等各类



规划，立起湾区建设的“四梁八柱”。

借脑发展的必由之路

湾区以“开放、创新、宜居、国际化”为重要标志，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具有内在一致性。黄岩拥抱湾区，就是要用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从县域迈向区域、从传统迈向现代、

从合作迈向协同。

以湾区的机制发展湾区。深化“三环联动、四轴联建、百村联改”总体谋局，加大“城村双改”力度。

打造城市东融精品区，高标准谋划推进江口和院桥两个市区融合区块建设。构建陆港大交通体系。依托G15、

高铁和台金铁路，进一步完善“五纵五横”主干路网，力争全年投资达到 20亿元以上。完善南北走向主干

交通体系，提升区域通达能力，把黄岩打造成为台州现代化湾区的陆港枢纽。

以湾区的产业变革发展湾区。强化数字经济引领。加快“数字黄岩”建设，坚定不移走好科技新长征，

健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加快引进武汉理工大学、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等在

黄岩设立研发平台。全面启动产业智能制造计划，推动无人车间、无人工厂和数字园区建设，推进“企业

上云”“机器换人”，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数字化体系。围绕模塑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加速资源要素、

优质项目向产业战略平台集聚。做大做强省级模塑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扎实推进台州市新兴产业基地、

新能源交通产业园、北洋高端模塑产业园等平台建设。全面启动联化（北区）、南城山前、澄江折角桥等

13个、占地 1000亩的小微园建设。持续打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攻坚战，推进 22个老旧工业区块提升改造。

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整治提升一批低散乱企业，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发

展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培育信息服务、研发设计、智慧物流三大行业。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重点发展

智慧、健康、文旅产业，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推进三次产业、线上线下、虚拟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

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高产业附加值，更好满足百姓需求。

以湾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湾区。擦亮乡村振兴学院金名片。依托高校智库力量，开发高质量的乡村建设

理论与实务课程，培育一批特色现场教学点。探索校地联合授课，在同济大学和黄岩分别开展理论培训和

现场教学。深化与省委、市委党校合作，拓展生源，提升学院教学水平和影响力。打造现代特色农业样板

区。深入实施黄岩蜜橘振兴计划，全力推进环长潭湖绿色中药材产业带建设。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

加快“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中华橘源、诗画长潭、鉴洋湖城市湿地等三大田园综合体建设，支持头陀

和北洋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西部生态移民创建双核驱动、相向融合的旅游特色小镇。

借力增劲的必胜之道

着眼于提升高质量发展新能级，更大力度推进现代化湾区建设。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全面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积极拥抱台州现代化湾区建设。建立大湾区项目滚动推进机制，建立 2019年全区大湾

区建设重点项目库。建立健全湾区载体建设标准，以省市县长项目工程为引擎，带动一批标志性项目的建

设。组织实施一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重大工程。聚集绿色生态农业、绿色制造业、幸福产业、乡村旅游和

山海协作升级版等探索形成不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实施一批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配套的交通、能

源、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项目，补齐生态产品价值的短板。

着眼于增强高质量发展后劲，更大力度推进扩大有效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根据市对区考核要求，狠

抓落地开工，督促项目单位加快前期进度；强化督查考核。对照考核任务，将考核落实到具体单位、具体

项目。以督查、考核促落实，加快推进项目进度，扩大有效投资。一板一眼谋划项目。进一步深化重大项



目前期工作，按“四个一批”要求抓目标落实、工作到位。积极主动与省、市级相关部门做好项目对接工

作，争取更多项目列入省、市重点项目计划。

着眼于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将“最多跑一次”进行到底，项目

审批负面清单外企业投资项目全部实现“最多 100天”，标准地项目全部实现“最多 30天”。全面推进乡

镇代办服务。加强对乡镇代办队伍的业务培训，强化与部门首席代办员的衔接。迭代升级投资项目 3.0 平

台。进一步融合建设审批系统，开发投资项目 3.0平台，统一申报，统一审批。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

进一步完善有关实施细则或配套政策，加快出台和落实相关奖励办法，在全区范围内形成加快服务业新一

轮发展的良好氛围。

着眼于提升高质量发展支撑服务能力，更大力度地做好新动能培育。要一马当先抓服务，建设好台州

文旅融合的后花园。强化目标监测结合市政府下达的黄岩区服务业发展工作任务和目标，重点关注服务业

增加值和服务业投资考核目标，以及个别进展不快的重点项目。强化规划实施。全面启动服务业亩均效益

综合评价工作意见的制定，继续推进已出台规划的实施，深化细化服务业专项发展规划的目标任务。强化

载体建设，加强服务业集聚区平台建设，继续做好服务业集聚区统计监测工作。加强重大项目的谋划和实

施，以“妈妈式”服务为抓手突出抓早、抓实、抓细，强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强重点企业培育，大力

鼓励服务业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工作，培育发展一批主业突出、核心

竞争力强、品牌带动作用明显的服务业重点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