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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区
马屿位于温州市产业布局规划中金色产业带与绿色产业带的交汇处，去年以来，马屿镇巧借在外马屿商会，频频伸出橄榄

枝，招商引资，目前达成意向投资30亿余元。

发挥区位优势 巧借商会资源

马屿26个招商引资项目驶入“快车道”

马屿镇最近频频交出漂亮成绩单。

“游圣井古迹赏杜鹃花海”，今年4月，马屿镇举办了“圣井山文化

旅游节”，成片的野生杜鹃花漫山开放，将圣井山包裹得艳丽无比。

与圣井山花海相媲美的，是去年以来马屿推出26个招商引资项

目，眼镜光学创意服务平台、五福商业广场、圣井山综合开发……一

朵朵“花蕾”正等待着盛放。

■记者 徐德友 李心如 陈瑞建/文 孙凛/图

书记诚意邀请在外马屿商人
打造眼镜光学创意服务平台

马屿眼镜始于上世纪六十

年代初，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辛历

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屿

人把马屿眼镜从当初的沿街叫

卖，发展到现在的连片工业园

区，拥有眼镜企业近百家。

现在的马屿，拥有一支遍布

全国各地、人数逾5万的眼镜销

售大军，掌控着全国大多数眼镜

销售渠道，年销售额逾 150 亿

元。可以说，如今国人戴的眼镜

中有60%出自马屿人之手。

“因为眼镜是马屿的特色

产业，所以借着这一传统优势，

我们打算在马屿搭建一个服务

平台，提供生产场地、创意设

计、品牌策划、先进制造、质量

检测、产品展销、电子商务、仓

储物流、人才公寓等服务。”马

屿镇党委书记林德池说，一有

想法，大家就立即将项目规划

做好，并通过在外商会党支部

向在外的马屿七大眼镜品牌伸

出“橄榄枝”。

很快，通过马屿在外商会

党支部的传递，林德池获悉，山

东（温州）工业基地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黄益治对这一项目非

常感兴趣。趁热打铁，林德池

亲自带着负责项目的几个干部

赶到山东。

通 过 面 对 面 的 洽

谈 ，林 德 池 向 黄

益治详细介绍了

回归投资的优惠

政策，“浙江眼镜

光学创意平台”项目很顺利地

签了下来，估算总投资 10.5 亿

元。

“回乡置业，是我多年的心

愿。”黄益治告诉记者，这一项目

的签订，圆了他回乡置业的心

愿，而林德池亲自邀请的诚意，

也是他下此决心的主要原因。

黄益治说，通过和林德池

面对面的交谈，他得知近几年

瑞安市政府对招商引资项目的

重视，及相关优惠政策的给力，

“作为马屿人，当得知马屿的发

展前景后，我更是怦然心动。”

“其实这些年，每年回乡探亲

时，马屿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

黄益治说，作为一名商人，他发现

马屿有无限商机，作为一名马屿

人，他则更希望为马屿的建设出

一份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马屿肯定会变成高楼林立、水清

河美，成为一座闻名浙江乃至全

国的宜居宜业小城市。”

在马屿镇篁社社区，记者

看到 107 亩已开工建设的工

地。“这可是我们镇招商引资的

重头戏——眼镜光学创意服务

平台，从规划到项目落地，都是

镇党委书记林德池亲自抓的。”

山河村村支书王克喜一脸自豪

地介绍，这一项目已被列入省

重点产业发展项目，今后将为

山河村村民带来就业

和商机。

马屿镇紧锣密鼓招商引资

之余，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屿这

块充满商机和区位优势突出的

热土。

马屿位于温州市产业布局规

划中金色产业带与绿色产业带的

交汇处，是温州市域西部人口向

东部沿海转移的截流点和接纳

站，马屿镇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

势，以马屿片区经济发展促进会

的成立为契机，利用在外经商能

人众多、资金雄厚、销售网络健全

的优势，积极吸引在外马屿人回

乡投资，发展“回归经济”。

“别看只是一座小城镇，开

发的前景可不小。”林德池说，

“去年我们细细研究，认真规划，

将镇里每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地

方都作了详细摸底，推出 26 个

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超过 30

亿元，完成率和完成量均居五镇

十街第一位。”

这些项目并非只针对工业

“一边倒”，而是做到了三产“齐头

并进”。农业亮点纷呈，先后建了

万亩粮食功能区、蔬菜示范园和林

果特色园区。上郑村的郑老伯从

事花菜育种的行当十几年，他自豪

地说：“只要说是我们上郑这儿的

花菜品种，就卖得俏！”它就好比是

潘山的杨梅、顺泰的毛竽、梅屿的

番茄，是马屿的特色农副产品。

而在工业发展方面，马屿的

基础也很扎实。拥有马屿工业

园区和篁社眼镜特色基地，初步

形成了眼镜光学、新材料及其应

用、生物工程三大主导产业。同

时第三产业也迅猛发展，传统的

商业市场人气旺，金融、信息、旅

游等新兴产业渐趋繁荣。

在镇长叶序锋的办公桌上，

有一本《马屿重点招商项目手

册》，里面详细介绍了马屿镇经

济、文化、交通、社会服务等基本

投资环境。

随着马屿大道、三马路、教

育路等路网的相继完善，新马屿

客货中心站的立项开建，马屿镇

在市政配套设施建设方面，已基

本构成了覆盖主副镇区和各组

团的城镇供电线网、供水管网、

排污管网、垃圾收集系统。

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

完成公共服务场所扩迁工程，建

成镇公共服务中心和各社区便

民服务中心，为企业和市民提供

“一站式”便民服务。

《手册》还列举了旅游开发

项目、产业发展项目、功能地产

项目、民生服务项目等 20 多个

重点招商项目的基本情况与联

系方式，每一个项目都有着诱人

的发展前景。

就拿“旅游开发项目”中的

“圣井山综合开发”项目来说，4

月15日2014瑞安市圣井山文化

旅游节开幕时，从圣井山瞭望台

往下望，台下及左侧几个山坡上

都是盛开的杜鹃花海，面积达上

千亩。开幕式当天，数千名游客

在花丛中流连忘返，为马屿带来

巨大商机。

和“圣井山综合开发”一样，

马屿镇每一个招商引资的项目

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的，每

一笔投资款对于马屿镇来说都

是来之不易的。

2013年以来，马屿镇审时度

势、精心谋划，以招商引资、回乡

创业为加快推进马屿赶超发展

的重要抓手，优化服务、推介项

目、亲商安商，迅速吸引了国内

外客商的眼球，更激发了一大批

马屿在外创业企业家回乡投资

兴业的热潮。

借此良机，马屿镇党委、政府

面向 500 强企业、大型央企民企

和在外马屿人开展“订单式”招

商，通过邀请异地温州商会、马屿

籍重点侨团回乡联谊考察和主动

组团外出招商推介等方式，促进

马屿人回乡投资，努力实现“三资

齐上、三产齐招”。坚持本地与外

地马屿商人一视同仁、合力发展，

形成内外互动格局。

“马屿在外商会党支部就是

其中一只衔着橄榄枝的

和平鸽。”据林德池介绍，目前，马

屿商会在外党支部共有 7 个，包

括北京、广州、石家庄、镇江等地，

这些在外党支部成了马屿招商引

资的联络处。去年通过这些联络

处的牵线，在外经商的马屿商人

有15批次回到家乡考察，准备投

资。“目前，已先后达成近20个项

目合作意向，意向投资 30 亿多

元。”这些项目的落地，无疑将助

力马屿跑出发展的“加速度”。

“每个项目，我们都先解决投

资商最担忧的难题。比如说项目

审批的繁杂手续等。”叶序锋告诉

记者，为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

存在的各种问题，推进意向项目

早日转为合同项目，促进合同项

目早日落地，落地项目早日建设、

早日完工、早日见效，马屿镇制定

了行政审批项目全程无偿协办制

度，派专人协助指导相关

企业并联推进各项

审批手续，

落实专人全面实行“保姆式”动态

跟踪服务，全程陪同协办。“像五

福锦园招商引资项目，通过破难

攻坚，项目从设计到行政审批再

到正式开工，由原定的 669 天缩

短至198天，提速237%。”

“保持这一良好的势头，马屿

接下来还有3个步骤来巩固。”面

对令人满意的招商引资成绩单，高

兴之余，叶序锋还在认真规划，“针

对不同的项目类型，加大与在外马

屿商人对接的力度，更加主动积

极，增加‘走出去’的机会，就是增

加马屿商人‘走回来’的机会。”

叶序锋说，“浙江眼镜光学

创意平台”是个很好的案例。今

年，马屿镇将继续做好做深项目

前期包装工作，项目与镇领导班

子责任相结合，使之更能有效地

助力更多的优秀项目早日落地。

立足当地产业招商引资，《手册》描绘诱人发展前景

交出一张招商引资漂亮成绩单
优化服务让每个项目早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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