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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12月18日，丹灶镇迎来了“高光时刻”。汇芯高端

半导体芯片产业化项目、米思米自动化精密机械零部件

制造项目、百事食品广东生产基地项目等三个制造业项

目同日开工，9个“两高四新”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米思米（中国）精密机械贸易有限公司执行役员、总

经理徐少淳介绍，该项目选址共有70多个城镇可供选

择，他们经过走访考察、市场调研、深思熟虑后，最终选

择落户南海丹灶；百事公司大中华区食品业务高级副总

裁兼总经理谢长安表示，从项目签约到举办开工仪式，

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深深感受到“佛山速度、南海

效率、丹灶服务”，为当地政府的办事效率点赞。

企业选址，是关乎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件大事，普遍

会首选人才、技术、配套和资金密集的区域。2020年，

丹灶共引进计划总投资超过100亿元的26个产业项

目，50个科创团队项目。

放眼这五年，丹灶实现了从“乡村农田”到“现代化

产业园区”的变迁、从“学习借鉴”到“品牌输出”的跨越、

从“传统制造”到“智造融合”的转型、从“现代工业区”到

“生态产业城”的蝶变，曾经的“规划图”已变成美丽的

“实景图”。

五年精心运营 丹灶优质项目实现井喷
国际龙头项目扎堆，世界500强项目集聚，院士项目纷至沓来

丹灶的发展与这座城市的有

为精神、实干品格、开放思想紧密

相连。

2020年，丹灶镇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稳定发展的

政策措施，全镇经济快速恢复。

一年来，丹灶镇引进了投资

额累计超过 100亿元的 26个

产业项目，其中世界 500强项

目2个，包括此次开工的百事项

目，以及今年8月进驻的太平洋

建设项目；超 10亿元项目有 4
个，例如位居世界工程机械行业

第 4位的徐工集团，今年 11月

签约落子丹灶，总投资 20亿

元；外资项目有7个，以日资项

目居多，包括此次开工的米思米

项目，以及今年5月进驻的武汉

总和、大同磁石等，产业领域多

以汽配为主。

今年，丹灶镇招商引资工作

画上了圆满句号，也为南海招商

引资的“双百目标”贡献了重要力

量，加快建立起适应“双循环”发

展新格局的产业体系。

过去5年，是丹灶发展最快、

变化最大的5年。高新技术企业

从 2015 年 的 26 家 猛 增 到

2019年的 233家，增长了 10
倍；税收从2015年的14.7亿元

上升到2019年的30亿元，五年

翻了一番。

一串串亮眼的数字背后，是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见证了所

有丹灶人的辛勤付出和镇委镇政

府守土尽责的使命和担当，实现

连续5年成绩全部“金光闪闪”。

交出亮眼成绩单招商引资

现如今，在高科技新兴产业

的发展上，丹灶的速度在珠三角

乃至全国是领先的。丹灶善于在

调整产业布局中调整产业结构，

释放产业势能。

5年砥砺前行，管理者们以

极大的战略耐心培育出独具特色

的产业布局：机械、五金、汽配成

为丹灶经济的存量，氢能、智能安

全、生命电子成为丹灶经济的增

量。

2016年，丹灶镇提出打造珠

三角制造业创新小镇，开始稳扎

稳打地用自己的节奏来迎合大趋

势规划。丹灶镇梳理产业基础，

全面审视市场环境，提出发展新

能源产业、智能安全产业的愿景。

当时，氢能产业在国内还没

有得到全面重视，丹灶创新引进

了高端氢能人才和氢能项目，创

下了发展先机。2017年，“氢能

元年”的风口来临，丹灶镇立即行

动，提出了建设仙湖氢谷的构想，

一跃成为全国氢能产业的先行

地，健全氢能产业链，进入新产业

赛道的第一梯队。

智能安全产业是丹灶近年布

局的另一条赛道。在提出发展智

能安全产业后，丹灶镇申报建设

国家安全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单

位，担起了为产业发展探路的重

任。

两大新兴产业，以及丹灶镇

一直着力推进的日资企业项目，

使得全镇实现了产业方面的“三

足鼎立”，实现了从“五金之都”到

“珠三角制造业创新小镇”的升

级。

院士是科技领域的顶尖人

才。这5年，丹灶镇瞄准科技

前沿，精心运营、加速推动“院

士经济”落地。

在 18日的系列活动中，

9个项目现场签约进驻，其中

有 2个院士项目和 1个国家

青年特聘专家项目。签约方

之一广东欧佩亚氢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由挪威科学院院士

白勇带头，致力于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

中乌巴顿增材制造专用丝

材技术项目以“中国-乌克兰

巴顿焊接研究院”为技术依托，

形成以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国

家人才计划专家“郭瑞·弗拉基

米尔”为首席科学家的创业团

队，开发出低飞溅、高成形精

度、长寿命功能层的细直径高

端模具增材制造用丝材，突破

增材制造用合金丝材制备关键

技术，实现进口产品的国产化

替代。

这已经不是丹灶今年首次

引进院士项目。今年5月，中

科云图项目投产，该项目由中

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担任法定

代表人，是佛山市首个研发生

产类院士任法定代表人的项

目。今年11月，2020中国生

命电子学术年会在南海举办，

促成这一活动的国际宇航科学

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邓

玉林，此前将北理工亘舒智能

医用冷箱与云监控平台项目落

子丹灶。

数据显示，丹灶镇今年已

经引入院士项目16个、省市区

人才团队项目50个、平台项目

5个，涵盖新能源、新材料、新

一代电子信息、新型医疗器械、

智能安全、精密机械、高端汽配

等产业，丹灶镇5年精心运营

成功引爆“院士经济”。

为丹灶产业经济画像，曾几何

时，丹灶把五金做成了专业，占据

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是名副其实的

“中国日用五金之都”。而今，汽车

零部件、机械设备、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高分子材料、能源环保、氢能

产业、智能安全等战略性新兴支柱

产业体系形成，总体规模进入珠三

角制造业强镇第一方阵，综合实力

进入全国百强镇行列。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

格。丹灶作为“有为之乡”，有为是

她的精神，实干是她的品格，生态

是她的容颜，古韵是她的情怀，文

化是她的底蕴，产业是她的优势。

产业，是推动丹灶镇不断往前

的重要力量，是支撑一切经济活动

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丹灶镇的先

进制造业从“日积跬步”到“积木成

林”，实现通过产业带动城市升级。

一直以来，丹灶镇坚持执行

“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包括立

足产业，全面招才引智；加强服务，

促进企业发展，发挥政策引领作

用；构建起从仙湖实验室、公共安

全技术研究院出发，到国家级孵化

器，再到科技型企业加速器和各个

产业园区的“全链条”路径，为科技

创新的“促进”“转化”“保护”“运

用”各方面提供全链条、全方位的

有机保障。

此外，丹灶在优化营商环境、

招商引资引才、配套设施等方面也

下了很大功夫。多方合力，形成了

“丹灶现象”。

一个米思米自动化精密机械

零部件制造项目，丹灶镇就要无形

之中与70多个城镇“一决高下”，丹

灶镇已能引来“高精尖”项目纷纷落

户，可见其综合竞争力表现夺目。

这5年来，丹灶正处于建设期

和成长期，即将步入成熟期，实干

创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精耕细

作成为了新丹灶的城市底色，但

“发展先进制造业”依旧是不变的

初心与使命。

评
论

实干与创新成为
丹灶发展的底色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通讯员 叶迟华张柏林

现如今，面积约140平方

公里的丹灶是粤港澳大湾区日

本中小企业集聚度最高的地

方；丹灶成为中国氢能产业的

策源地，走在了中国氢能产业

的最前列；丹灶也是中国安全

产业的集聚地，成为这个领域

的“超级明星”；丹灶还是佛山

院士项目最多的地方。

“这就是了不起的‘丹灶现

象’。从当年的‘中国日用五金

之都’到现在的‘珠三角制造业

创新小镇’，从丹灶可以观察佛

山的变迁，很有代表性。”南海

区政府顾问、资深媒体人、著名

评论员龙建刚表示，丹灶有很

好的产业基础，具备很高的产

业集聚力。丹灶镇政府也一直

在努力，在引进产业的同时，也

对产业链进行招商，完善上下

游产业链。

在招商方面，丹灶镇扎实

推进主题招商，扩大产业发展

空间。近年来，该镇整理了几

千亩产业用地，建设了过百万

平方米的工业载体，打造了日

本中小企业园、智能安全产业

园、仙湖氢谷等多个特色产业

园区。同时，丹灶针对科创、人

才团队，从“孵化-加速-产业

化-上市”进行全链条培育，推

进科创、人才团队项目的产业

化。

与此同时，丹灶镇内的配

套环境不断优化，夯实产业发

展根基。“十三五”期间，作为广

东省重点实验室的仙湖实验室

落户丹灶，南海区首所12年一

贯制公办学校南海中学实验学

校开工建设，南海区人民医院

新院区启动搬迁，为近在咫尺

的丹灶提供最优质的医疗资

源。博爱路广昆高速复合线、

季华路西延线、丹灶轻轨等各

类交通路线的建设完成和规划

推进，都进一步提升丹灶产业

配套和人才集聚。

在政务服务方面，丹灶镇

喊出了“七星级服务”的口号，

针对重点项目，成立以镇主要

领导，镇内各相关部门负责人

为组员的项目小组，从项目洽

谈初期的各种对接到签约后的

企业登记、土地出让、厂房报

建、环评安评、投产运营等全程

跟进服务，推动项目顺利落户、

尽快投产。

■丹灶全力打造“珠三角制造业创新小镇”。 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 摄

■丹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日本中小企业聚集度最高的地方。

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 摄

■丹灶以联东U谷为载体，打造安防产业园。 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 摄

培育支柱产业砥砺前行

做好“七星级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引爆“院士经济”精心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