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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近三年建设，昨天下午，G524常熟莫城至

辛庄段改扩建工程通过交工验收，全线通车。自

此，从常熟市区至辛庄镇区仅需约 8分钟，到苏州

中心城区只需30分钟，成为常熟向南“融入苏州主

城”的重要快速通道。

G524 常熟莫城至辛庄段改扩建工程于 2019
年11月开工。2021年10月31日，该工程的主线快

速系统即苏常快速路正式通车，该道路串接苏州绕

城高速、苏州中环、高铁苏州北站、苏州内环等重大

交通基础设施，起自常熟市南三环安定互通，止于

常熟市与相城区交界处，路线全长13.9公里。此后

G524项目各参建单位克服疫情及今夏持续高温天

气等困难，完成了全部剩余工程，包括地面道路沥

青摊铺作业，交通安全设施、智能化设备、人行道砖

安装等附属工程。

在推进项目建设过程中，常熟市交通运输局注

重拓展先进工艺示范应用，促进工程建设创新创

优，三年来，该项目获得了省交通运输厅2020年度

全省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升级示范工地（工

程）等多项荣誉。该项目利用G524智慧工地建设

管理云平台，多维度推动信息化应用，包括沥青路

面施工智能管控系统、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系统、

高支模监控系统等。

据悉，作为常熟首条连接苏州的高架快速路，

G524项目全线通车拓展了苏州南北向发展空间，

为实现市域相关板块更高水平联动发展夯实了交

通基础。 摘自《苏州日报》

常熟融入苏州主城添快速通道

昨天，G524常熟莫城至辛庄段改扩建工程通过验收，全线通车。 常熟市交通运输局供图

记者近日从湖州市经信局获悉，1至7月，全市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2%，增幅较上月回升 3.5个百

分点；全市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8%，增幅较上月

回升 3.2 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呈现出逐月回升的

良好态势。

工业投资回暖的背后意味着好项目的持续落

地。今年以来，湖州市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

狠抓工业投资，加速“大好高”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进

度，1至7月全市已有288个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市经信局负责人介绍，受疫情、资金链、供应

链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今年工业投资受到一定冲

击，通过深入推进“三聚三保三落实”助企纾困稳

进提质攻坚行动，各级各部门积极走访排摸企业

需求，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切实解决企业实

际困难，企业家投资意愿明显增强。

连日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浙江海顺新材料

有限公司复合材料及组合容器项目二期建设现

场，工人正在忙着施工，塔吊、工程车来回运送建

筑材料。公司生产总监缪海军告诉记者，政府部

门将审批服务从“串联动作”改成“并联处理”，将

项目审批由部门“单打独斗”整合为“合成作战”，

保障“拿地即开工”政策的高效落地、协调有序。

企业二期项目仅用半年多时间，3栋厂房已拔地而

起，目前已进入整体结顶阶段。

据悉，截至 8月 15日，全市各级各部门共走访

企业（项目）10084家（个），收到问题 8428个，已解

决8247个，问题解决率达97.9%。好项目的开工也

持续优化着面上产业结构。1至 7月，战新、高新、

装备三大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4.2%、4.2%、11.3%，

均快于面上增速。

市经信局介绍，为进一步提升工业投资后劲，

依托正在进行的“三聚三保三落实”助企纾困稳进

提质服务周活动，我市将对今年“新升规”项目加

快落实专人跟踪服务，严格履行项目合同，加快企

业产能释放。针对项目用地紧张的情况，湖州市

将继续深入推进“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

以全域有机更新为抓手，对达不到要求的企业，坚

决列入“破五未”清单，以“单子+方子”，督促产值

加快达标。 摘自《湖州日报》

8月 26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 2022年省第一

批“未来工厂”名单，新认定 9 家工厂为省级“未来工厂”。

其中，来自桐乡市的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桐昆聚酯纤维

“未来工厂”入选，成为嘉兴市此次唯一入选的工厂。这也

标志着，包括巨石集团玻璃纤维“未来工厂”、新凤鸣集团聚

酯长丝“未来工厂”在内，桐乡目前有3家省级“未来工厂”，

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嘉兴第一。

随着信号指示灯不断闪烁，一卷卷化纤丝饼不断从生

产线上自动落到有轨穿梭小车上；沿着长长的轨道，一台台

有轨穿梭小车载着丝饼不断进入包装车间；在包装车间，随

着体型庞大的“机械手臂”不断挥舞，丝饼被打包、贴签、入

库……在位于桐乡市洲泉镇的桐昆聚酯纤维“未来工厂”，

车间里鲜少有人穿梭，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自动化设备和5G
机器人。

桐昆集团信息管理部经理许燕辉说，依托桐昆聚酯纤

维“未来工厂”，桐昆集团建立了数据贯通的聚酯纤维全产

业链工业大数据平台，厂区的自动化率达90%以上、设备数

采率突破95%，生产数据直接传输到智慧平台终端，工人们

通过大屏幕即可实时监测生产情况，品质监管更加便捷高

效。万元产值成本下降63%、产品不良率下降47%、产品研

制周期缩短53%、人均年产值提升28%……高效节能、绿色

安全的桐昆聚酯纤维“未来工厂”，为桐乡乃至嘉兴企业的

数字化改造提供了样板。

“在桐乡，看见‘未来工厂’的模样；在‘未来工厂’，看见

桐乡智造的未来。”桐乡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世

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近年来，桐乡坚定不移狠抓企业

数字化改造工作，持续擦亮“互联网+”高地金名片。桐乡

的这3家省级“未来工厂”，不仅代表当前桐乡工业智能化、

数字化的最高水平，同时也对其他企业乃至整个行业都有

着极佳的示范和引领意义。

在新凤鸣聚酯长丝“未来工厂”，人均效率高于行业平

均水平45%；单品单耗行业最低，低于平均水平25%。“过去

10年里，企业产能增长了 10倍，但用工量仅增长 1倍。”新

凤鸣集团首席信息官王会成说，目前企业拥有工艺水平、智

能制造水平和人均效率等多项行业第一。

摘自《嘉兴日报》

服务业具有点多、面广的特点，是经济活动中

不可或缺的要素。今年以来，疫情等因素对一些

行业特别是服务业产生了一定冲击，部分企业出

现客流减少、销售不畅等问题。对此，合肥市陆续

出台扶持政策，帮助服务业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提

振信心。记者近日走访部分服务业企业，感受服

务业正在回暖复苏，焕发新的活力。

近日，在安徽岸香国际控股集团滨湖新区总

部办公大楼里，董事长黄保锁正在和集团管理层

讨论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及任务分配。

“目前集团经营状况良好，三大主营产业经营

有序，三个辅助产业厚积薄发，特别是食品公司和

商贸公司已经和多家单位进行供应链业务合作。”

黄保锁说。

“上半年，特别是 4月份，集团 100余家连锁门

店歇业，近3000名员工在家待岗，直接经济损失近

5000万元。”谈到当时的情况，黄保锁记忆犹新。

企业有困难，政府来帮忙。减税降费、房租减

免、金融支持、消费券补助……今年上半年，合肥

市陆续出台扶持政策，帮助服务业市场主体纾困

解难、提振信心。

“今年以来一系列纾困政策落地，我们直接

享受到的政策福利近 350 万元，不仅解决了现

金流问题，更给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心剂’，让我

们感受到政府真心实意的关心。”黄保锁说，“接

下来，我们将保持主业持续稳定发展，积极拓展

子品牌业务，高质量、品牌化引领行业和消费双

升级。”

8月 26日是星期五，合肥大洋百货步入“周末

模式”，商场人气旺、秩序好。

“今年上半年，实体零售企业面临着巨大压

力，不仅到店客流减少，消费者的整体消费力也不

足，商场业绩受到影响。”大洋百货业务部经理马

军华说，“幸好有政府全方位纾困政策的支持，有

效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截至目前，该企业获得各项补贴共计 26万余

元，其中稳岗补贴 21.4万元，培训补助 5万元。“另

外，延长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免审即享缓缴社保

医保费等一系列惠企政策，也极大地减轻了我们

的压力。”

政策落实见成效，企业发展自然就有了信心。

“除了政策支持，传统零售业还要主动寻求

‘破局之道’。针对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接下

来我们要运用灵活的现代化经营方式，将线上线

下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消费场景，让实体店活起

来，重新占领消费阵地。”马军华表示。

数据显示，今年前 6个月，我市积极统筹各类

资金，加快加密兑现市级产业政策资金 82.65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29 亿元，惠及企业 2.04 万

户次。

“合肥真正做到了用好用足‘政策红包’，让市

场主体早受益、真纾困，发展更有底气，助推企业

发展行稳致远。”合肥学院教授吴晓红说。

摘自《合肥日报》

占地 584亩，平均容积率 0.7，亩均

税收为 1.6 万元，园区内租赁企业 201
家……20年前投入15亿元打造的中兴

工业区块，为永康五金产业发展立下汗

马功劳。但随着时代变迁，该区域建筑

老旧、设施落后，已跟不上五金产业发

展步伐。“新规划已经成型，改造后用地

面积 660亩，总建筑面积达 160万平方

米，植入智慧园区管理系统，引进电动

工具产业大脑项目，打造数智五金生态

园区。”昨天，中兴工业区块改造项目相

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工业大市，永康肩负金华制

造业“脊梁”的重任。当前，永康市小

微企业众多和工业用地紧张的矛盾日

益凸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一

批村级工业区普遍是单层厂房，土地

产出效率低。

面对土地资源稀缺与老旧厂房共

存的发展现状，永康市不断深化“亩均

论英雄”改革，积极推动低效工业企业

厂房拆除重建，明确将“工业上楼”作为

低效工业企业整治的主攻方向，全力打

造“向容积率要空间、向空间要效益”的

低效工业企业整治模式。

连日来，永康全面开展工业用地调

查，地毯式实地核查用地面积、容积率、

厂房出租等信息，筛选出亩均税收少、

容积率低、面积较大的低效企业作为

“工业上楼”新模式试点。

“建好新园区后，我们将专注研

发生产插秧机等农机装备，预计年

产值达 10 亿元以上，企业效益将比

原来大大增加。”星月科创园内，规

划设计师正与园区负责人商讨规划

方案。

星月科创园原址是星月集团一处

30 多年的老厂房，设施陈旧、粗放低

效，功能和形象明显跟不上企业发展

步伐。近年来以出租为主，管理松散、

亩产税收低。今年以来，古山镇大刀

阔斧开展低效用地整治，星月集团紧抓低效用地改造窗

口期，重新规划设计占地 100亩的科创园区，容积率从 1.0
提升到 3.0，预计新增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目前园区已

全部拆除。

“‘工业上楼’是我们实施‘容积率提升法’的重要举措，

通过低效工业企业厂房拆除重建，达到集约利用工业用地、

提高亩均效益的目的，持续推动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永康

市经信局局长陆玲说。

此外，永康通过优化服务，探索低效改造审批“零次跑”

改革，全面整合各部门审批程序，梳理打通从拆除到建设的

审批链，实施“一站受理、一纸审批、一键通办、全程代办”的

绿色服务机制，为低效工业用地整治提供有力支撑。

摘自《金华日报》

湖州：工业投资呈逐月回升态势,1-7月同比增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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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惠企政策赋能，服务业焕发新活力

浙江省级“未来工厂”数居全省前列

嘉兴桐乡全方位赋能
企业数字化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