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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造+低效土地二次利用”双管齐下

上半年飞云“规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8.97%
■记者 潘敏洁

事实上，土地要素成了制约

飞 云 不 少 企 业 发 展 的 瓶 颈 之

一。只有盘活利用土地、扩大企

业生产规模，企业才能引进先进

的人才和机械设备，更快实现产

业升级。目前，飞云街道正着手

低效土地开发再利用，计划打造

小微创业园。

目前飞云有两大工业集聚

区：以鞋业生产为主的云周工业

区和以机械生产为主的瑞安经

济开发区南拓展区。据飞云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林南斌介绍，随

着低效土地开发再利用，飞云将

再增工业集聚区，一方面在陈家

垟村和中洲村建设小微创业园，

设计面积达 50 多亩，目前已拆

除违章建筑 20 多亩，另一方面

将利用矿山开采后的闲置空间，

用于企业发展。

林南斌说，飞云辖区内有

不少“低小散”企业，而小微创

业园把具有实力的鞋业、机械

等企业集聚起来，在解决企业

用地难题的同时，又助推飞云

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

目前，水蛭养殖是稀有养殖

业，属冷门，特别讲究养殖技

术。在各地考察养殖模式之余，

应志州一直思考如何扬长避短，

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

在 安 徽 一 家 水 蛭 养 殖 场

内 ，放 置 青 龄 苗 的 水 箱 水 深

40-50 厘米，水蛭成活率仅为

20%-30% 。 当 时 谁 也 不 知 问

题出在哪里。直到有一次，应

志州在河边洗手，一不小心脚

陷入泥潭，感觉地下温度明显

低于地表。这个意外让他陷入

沉思。

“水温随着水深而变化，那

么水深多少，水蛭养殖的温度最

适宜？”他请来温州的专家试验，

最终得出水深 1 米左右，中间温

度不超过35℃的结论。此后，瑞

安宏洲水蛭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水蛭青龄苗吸取了安徽养殖场

的教训，将水蛭养殖在合适的水

位，确保水蛭苗成活率在50%。

对于水蛭的市场前景，应志

州信心十足，他计划下一步扩大

养殖规模，并成立专家团队，延

长水蛭养殖产业链。

“工业总产值超百亿、规上企业超百家。”这是今年年初飞

云街道振兴工业经济提出的“双百”目标。现在半年时间已经

过去，“双百”目标进展如何？

昨日记者从飞云街道办事处获悉，今年该街道支持和引

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以“腾笼换鸟”和“空间换地”为切入点，

通过提升土地使用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1-6月份全街道实

现工业总产值48.54亿元，其中 89家规模以上企业产值

25.68亿元，同比增长8.97%。

技术改造助力产业新跨越

制鞋、箱包生产和机械制造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飞云的支

柱产业，既拉动地区经济繁荣，

也带动就业、促进增收。但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劳动密集

型企业高成本、低效益等问题逐

渐凸显。

如何降本增效、节约能耗，

让企业成功转型升级？飞云街

道的答案是以技术为依托，鼓励

企业技术改造。今年以来，共有

37家企业实施技改。

日前，记者走进浙江新力塑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

创建于2002年，研发、生产改性

尼龙、改性聚酯、特种工程塑料

等系列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汽

车、电器、机械、航空等领域。

公司董事长陈万早介绍，早

期产品定位于低端市场，面临产

品无差异化、科技含量低等问

题，市场竞争力较弱，“若不及时

转型，最终会被市场淘汰。”

危机意识让“新力”加大技

改力度。近年来，高温阻燃增强

尼龙、透明尼龙等 10 项科技开

发项目在该公司落地，并取得不

同程度的成果。

据了解，普通尼龙热变形温

度为 240℃，高温阻燃增强尼龙

热变形温度约 275℃，有效防止

结构件熔化。这个项目的成功

研发打破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垄

断，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令企业

成功迈向中高端市场。目前，该

产品已小批量生产。

数字或许更能直观体现技

术改造带来的甜头：过去公司低

端产品的净利润为 3%左右，而

现在中高端产品可达 20%。目

前，该公司现有员工 150 人，技

术管理人员 50 多人，拥有自己

的研发团队，掌握40多项专利。

今年 10 月，“新力”还将搬

离旧厂房，迁入瑞安经济开发区

南拓展区，有望再次迎来发展新

契机。

向低效土地要来发展新空间

历时6个月到各地“取经”，筹措380多万元成立瑞安首家水蛭养殖合作社

飞云养殖户念起“蛭”富经
■记者 潘敏洁

飞云街道马头村靠近新56省道的一座养殖场里，一条

条黑色的水蛭绵软地依附在泡沫塑料上，有些细如绣花针，

有些粗大成团。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水蛭令人望而却步，

可对于飞云马头村的水蛭养殖户应志州来说，它们可是致富

的“软黄金”。

从2013年听闻水蛭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后，应志州

便一心扑在水蛭养殖上。去年，他成立瑞安首家养殖水蛭的

合作社——瑞安宏洲水蛭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更是培育了

300多万条水蛭苗。昨日，应志州一边给水蛭喂食，一边滔

滔不绝地讲述他与水蛭的故事。

历时 6 个月实地考察，建起瑞安首家水蛭养殖合作社

记者见到应志州时，他正从

水桶里舀出一勺勺螺蛳，往水蛭

培育池里洒去。他说：“水蛭最爱

吃螺蛳，我要把它们养得肥肥胖

胖，成长为青龄苗后，就可以移到

精养池，最后吊干（即制成干制

品），用于医药行业。”

培育池内的泡沫塑料上，一

条条水蛭扭动着。记者下意识停

下脚步不敢走近，脑海里浮现的

是水蛭吸血的画面。应志州说，

他养的水蛭一般不吸血，主要以

螺、蚌等软体动物的体液为食。

眼前的应志州皮肤黝黑，脸

上挂着一颗颗汗珠，一副地道的

农民模样。谁能想到，养水蛭之

前，他从未下过农田，也没接触过

养殖业。

他与水蛭的故事始于 2013

年。当时，他在医院负责维修机

械，有一次，一位医生对他说水蛭

药用价值很高，市场需求量很大，

导致市场价格也高。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医生的

话让应志州萌生了养殖水蛭的念

头。他在网络上搜索关于水蛭的

各种信息，逐渐发现这是一条致

富道路，于是下定决心干一场。

去年3月份，他陆续走访了山东、

江苏、安徽等地的水蛭养殖场。

用他的话说，“连续6个月，我不是

在水蛭养殖场，就是去养殖场的

路上，光住宿费、交通费就用了20

多万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各家养

殖场取经不仅丰富了他的水蛭养

殖知识，也让他结识了湖南籍水

蛭养殖能手谭立元。眼下，谭立

元在瑞安宏洲水蛭养殖专业合作

社担任技术指导。

去年10月份，应志州通过各

种渠道，筹措380多万元，在飞云

马头村成立合作社，占地面积40

多亩，踌躇满志地开始了水蛭养

殖事业。据了解，今年3月份，合

作社培育了300多万条小苗，成

活率达 50%，今年 10 月份可吊

干，预计产值200多万元。

在不断摸索中吸取经验，小水蛭不吸血只“吸金”

水蛭俗名蚂蟥，在《神农本

草经》中已有记载，具有很高的

药用价值；在内陆淡水水域内生

长繁殖，是中国传统的特种药用

水生动物，其干制品泡制后中医

入药，具有治疗中风、高血压、清

瘀、闭经、跌打损伤等功效。

它在历史上以自然捕捞为

主，因近年农药、化肥等滥用，及

工农业“三废”对环境的污染，野

生自然资源锐减。随着水蛭药用

价值的深度开发，其市场需求潜

力巨大。中国南方在1995年前

后，开始捕捞自然苗种，首次进行

人工饲养，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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