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全国经济技术发区建设
拉开序幕。1988年3月，萧山被列为
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中共萧山市委
八届三次全会提出“建立钱塘江南岸
经济开发区规划设想”。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身是
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江南区块
中的市北区块。1990年6月，经浙江
省政府同意，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
区江南区块设立，其范围为钱塘江南
岸钱江一桥与钱江二桥之间的沿江
地带，分之江、市北、桥南 3 个区。
1993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设立萧
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其范围为杭州钱
江外商台商投资区江南区块中的市
北区块，区域面积为9.2平方千米，同
年6月16日，正式挂牌成立，系全国
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之一。

开发区建立后，按照“总体规划、
统筹安排、分期实施、滚动开发”的建
设方针，突出招商引资重点，加大基
础设施投入，优化综合投资环境，短
时间内，昔日的田野、村庄，变成了工
业新区，企业金凤凰纷飞而至，基本
上实现了“人民给我一方土，我还人
民一座城”的诺言，成为萧山对外开
放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从最初的工厂林立，到如今
的高楼迭起，头顶“国字号”光环
的开发区，近年来再次开启二次
创业新征程，坚定迈向“国家级
开发区第一方阵”，综合考评排
名持续跃升——从2018年的全
国第80位，到2019年的全国第69位，再到
2020年的全国第44位，首次跻身全国50强，
其中实际使用外资更是位列全国第9位。

开发区是萧山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现代
化建设的缩影，也是当下萧山“平台经济”
的头雁担当。2017年，萧山在沿钱塘江南
岸规划布局了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空港
经济区、钱江世纪城、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四大平台，自此萧山拉开了“平台经济”发
展序幕。

这一改变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萧山
从“重镇街”向“重平台”积极迈进。以往，
萧山是“乡镇经济”的发展模式，镇镇办厂、
村村办厂、户户办厂，“小狗经济”对当地经
济、税收增长起到了显著作用。但G20杭
州峰会后，萧山城市发展迈向都市化、国际
化，这一模式明显不符合发展实际。举全
区之力做大做强平台经济，成为萧山新一
轮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2018年，萧山平台经济地位再升级、
范围再扩大。着力打造“1+4+X”开放平
台，即“两带两廊”规划、四大主平台及若干
个创新载体，并构筑了以四大产业新城、两
大产业基地、八个特色小镇、六个产业社区

为重点的“4286”产业载体。同
时，全区层面资源要素向平台集
聚和倾斜，四大平台担起责任、挑
起大梁，共同构筑起平台经济大
框架、主心骨，成为萧山经济发展
的主力军、增长极。

尽管四大主平台定位不同，但如今已
然成为萧山对外开发的主阵地、招商引资
主战场、城市发展新封面。

开发区作为萧山“第一平台”，加快推
进浙江绿色智造产业新城、万向创新聚能
城、智联科技城、信息港小镇、机器人小镇、
三江创智小镇等区块建设，加快跻身全省
高能级战略平台。

空港经济区发挥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
优势，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航空总部、智慧
物流、商务会展等临空相关产业，加快大会
展中心一期等项目建设。

钱江世纪城以亚运筹建为引领，围绕
“金融、总部、科技”为主导和以“体育、会
展、音乐”为特色的“3+3”产业体系，加快推
进钱塘江金融城、图灵小镇、钱塘湾未来总
部基地等建设。

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以生态旅游资源
为禀赋，加快推进未来智造小镇、院士岛、
世界旅游联盟总部等项目建设，助力三江
汇未来城市先行实践区建设。

显然，萧山平台经济发展渐入佳境，正
从“关键一招”变为“制胜一招”，全力托起
萧山新一轮高质量发展。

件事 话对

1988年，作为萧山计划委员会负责人，
我向萧山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建立萧山开发
区的设想和建议，得到主要领导的支持。
随后一年多时间，确立了沿江（从浦沿到宁
围）108平方公里的开发规划方案，得到了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于1990年设立杭
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江南管委会。

作为当时的县级市，尽管那时候萧山
已成为全国十大财神县之一，投资区建设
也引来了一些外商，但把投资区升级为国
家级开发区中间还有一大步。

1993年初，江对岸的杭州钱江外商台商
江北管委会被国务院批准为杭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当时的萧山市政府倍感压力，赶紧
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要求建立萧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请示，要求把投资区市北区块提
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此，省政府
十分重视，仅用两天时间就上报了国务院。

得知该消息后，萧山市政府也没有懈
怠，主要领导人立马带队赴京，向国务院办
公厅、特区办作了汇报，并日夜兼程、四处
奔波，专门走访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
外经委及海关等与审批开发区的有关部

门，有时候时间不凑巧，过了下班时间，我
们只好硬着头皮闯到领导家里谈。国家有
关部门领导被我们这种努力奋进精神感
动，主动把车借给我们，供我们在北京使用。
正是靠着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
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四千精神”，以及

“要么不做，做起来一定要做得最好”的萧山
性格，1993年5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
建立国家级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发区挂牌后，给萧山带来的直接影响
就是知名度大幅提升。当时国家领导人到
开发区视察，外宾来访也络绎不绝，人民日
报、文汇报更是称“萧山开发区是后起之
秀”，得到了大家广泛关注。另外，开发区软
硬件建设加速提升，“一条龙”外商项目服务
更是一大特色，外资企业数和利用外资数位
居全国前列，萧山一度成为外商投资首选地。

同时，在外资企业的影响下，萧山的乡
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先进的产业技术和
管理经验大量引入，农田变城市，农民变工
人，产业结构和城市格局加速转型。直到
现在，开发区仍处于萧山四大平台之首，对
萧山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贡献。

“冷寂沙地”变为“诱人热土”说新

谈访

——“父子兵”谭金龙和谭蒙的对话

今年是开发区挂牌成立的第28个年头。初创时的老干部几乎都

已退休，年轻人陆续接过“交接棒”，开启开发区建设新征程。在这样

的时间节点上，开发区“父子兵”组合——开发区党工委原委员、社发

局原局长谭金龙和经济发展局经济运行科科员谭蒙的这场对话，显得

尤为珍贵。新老交替间，展现的是开发区蒸蒸日上的精神面貌。

平台经济从此起步

——专访开发区党工委原委员、管委会原副主任陆炎明

萧山对外开放“里程碑”

本版撰稿 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俞佳 陈洁

谭蒙：听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开发区管委会所在地还是一
片农田？

谭金龙：何止是开发区管委会所在地，那时候整个开发区都是
农田和村庄。我是1995年从部队专业后分配到开发区，担任开发
区社发局局长的，那时候的开发区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谭蒙：我现在从事的开发区经济运行、统计、监测等工作，深刻
感受到资金对平台建设的重要性，更何况那个时候还在建设初期，
你们是怎么挺过来的？

谭金龙：没有钱就借！萧山人向来艰苦朴素、敢闯敢拼，哪里
有过不去的坎！我记得那个时候，开发区以萧山市政府拨入的68
万元开办费和从省财政厅借入的1700万元低息贷款起步，尽管资
金远远不够，但还是咬紧牙关，硬着头皮搞建设，后来慢慢通过回
笼土地出让和银行借贷，走出了一条自费开发、滚动发展的道路。

谭蒙：真是了不起！现在想想这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谭金龙：是啊！从沿江围垦开拓到开发区建设，作为萧山人，

我为曾经有幸参与建设感到自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加班加
点、日夜颠倒，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市北区块水、电、路、通信、排
污等基础设施配套，将一方冷寂的沙地变为诱人的热土，从而引来
了投资者的目光，开发区还成为了台商向内地投资的首选之地。

谭蒙：那个时候正处于大建设、大开发时间，资金那么紧张，招
商引资后又有那么多企业员工来到开发区，社会事业这块一定很
吃力吧！

谭金龙：你真是说到爸爸的心坎上了。当时我担任社发局局
长主要就是考虑如何让这些员工享受好的教育和医疗，让他们留
下来。但是那个时候每年财政预算根本不会考虑社会保障这块，
怎么办呢？我们就动员社会力量，引入社会资金参与进来。

谭蒙：好办法！这个形式现在看来也不过时。我之前听说，开
发区医院就是由热心公益的企业家戚顺庆建立起来的。后来，开
发区医院也成为了我区第一家评上“二级乙等综合性医院”的民营
医院，直到现在还承担着开发区医疗卫生服务，为辖区人民的健康
护航。

谭金龙：是的，后来戚顺庆还不顾亲友反对，建立了杭州地区
最大的民工子弟学校——萧山区友谊学校，最多的时候有2400名
学生在这里就读，这为开发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提供了
莫大帮助。

谭蒙：真想不到开发区在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还有这样一段
故事。现在好了，辖区内有10多所公民办学校，去年总投资超5亿
元的市心小学、信息港幼儿园投入使用，总投资5.5亿元的信息港
初中、天德路幼儿园正在加快建设，科技城尚德实验学校已完成设
计方案，越来越多的资源集聚开发区，美好教育已成为开发区招商
引资中的一张“金名片”。

谭金龙：是呀，尽管民办教育是开发区过渡时期的产物，但这是
开发区发展中不得不提的一部分，也是开发区创新建设中的一个缩
影。这片土地上有太多这样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故事，这是开发区
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在萧山改革开放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扫一扫二维码 查看更多内容

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里程碑
1993年6月16日，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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