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山名动天下

1992年，第一届全国
百强县榜单出炉，浙江省
两个县(市)进入前十，其
中，绍兴县列第八、萧山
市列第十，这也是萧山首
次进入全国百强县前十。

2001 年，萧山综合
实力首次跻身全省县
(市)第一；2002年，萧山
启动三年赶超江阴计划，
仅用了一年时间，萧山工
业总量就超过了江阴，萧
山工业总量首过一千亿；
2003 年年初，在全区工
业“冲千亿”表彰会上，萧
山宝马赠英雄，同一年
全国发达县域经济发展
研讨会在萧山召开，萧山
名动天下。

之后十多年，浙江第
一的桂冠戴在头上的萧
山延续着荣耀，经济总
量、财政收入全程发力，
竞争对手被远远甩在身
后。其间，萧山被台商选
为大陆投资首选地，撬动
萧山开放型经济的急起
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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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后，在新一
轮 发 展 中 ，萧 山 遭 遇“ 成
长的烦恼”。原因多样，但
关键一条就是面对变局之
时，没有及时转变观念，错
失了培育新产业、形成新动
能的先机。

坐不住了，奋起直追。奔竞不息，勇
争一流，是萧山人的精神，贯穿在萧山人
的血脉里。于是，图变成为萧山上下的行
动，萧山大声喊出“赶超跨越”新口号。

萧山以解放思想为利器，决定走出
路径依赖，在谋变图强中找到了新目标、

新路径——通过数
字赋能传统制造，
打 造 新 制 造 中
心，建设一个全
球“新制造策
源地”，擦亮
萧 山 制 造
底色，重振

萧山经济辉
煌。

两年多来，
这场数字经济和

传统工业相结合的新制造改革
攻坚战，在萧然大地上如火如荼
进行着。万向集团、传化集团、
恒逸集团等老牌制造企业纷纷
引入智慧大脑、加速转型，未来
工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越

来越多；以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材料
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纷至沓来，成为新旧
动能转换中的“主力军”；更可喜的是，长
三角（杭州）制造业数字化能力中心、浙
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北大信息技术高
等研究院、浙大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
等创新平台快速发展，为萧山智造带来
源源不断的活力。

奋起直追的萧山，能否在追赶中实
现新蜕变？当然有可能，当前萧山拥有
千载难逢的多重战略性机遇——“后峰
会、前亚运”历史机遇，“大湾区”“拥江发
展”战略机遇、自贸区建设和国家临空经
济示范区建设机遇，以及新一轮技术革
命带来产业振兴机遇，如何将这些机遇
转化为灿烂现实，将是萧山面向未来的
关键之举。

在经历短暂蛰伏、实现转型升级后，萧
山正在筹划又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

件事
话对

萧山乡贤陈凤英是中国知名经济学家，
参加去年 10 月底第二届萧山人大会时，曾
围绕“萧山如何赶超跨越”话题接受本报专
访。她认为，萧山发展兼具天时、地利、人
和，要实现“赶超跨越”，必须从今天做起，向
明天看齐，为后天准备。

“萧山并不是真‘落后’，而是呈现‘慢
进’状态。”陈凤英认为，萧山从领跑到追跑
的转变，这好比，别人在“跑步”，我们在“走
路”，虽都在“前进”，可“走路”跟“跑步”的差
距显而易见，“作为高收入经济体，萧山在量
上的积累已很大，‘赶超’要紧盯质的突破，
加快完成工业革命向科技革命转型。”

那么萧山如何赶超？在陈凤英看来，首
先以“大杭州”谋新突破，萧山要放低身段，
摈弃“大萧山”概念，树立“大杭州”意识，站
在“大杭州”角度，以杭州“一盘棋”思维，更
客观认识萧山、更系统谋求突破。“杭州已有
十个区，城区范围不断扩大，‘大杭州’已形
成。据我判断，杭州未来将以西湖、西溪、钱
塘江为标识，形成三个不同中心。”陈凤英表
示，作为G20杭州峰会主会场所在地、亚运
筹备核心区，对城市格局变化，萧山要有敏

感性，并提前考虑应对之策。
萧山赶超另一方面就是人才。在高端

人才方面，萧山并不占有优势，这导致在人
才主导型的科技革命中，萧山数字经济“慢
热”“慢进”。“萧山要不惜一切引育人才，千
方百计做强教育。只有如此，才更有未来。”
陈凤英说，短期来看，就是招引一两个具备
强大影响力的人才，快速形成人才集聚效
应；中期而言，要深化校地合作，萧山暂时可
以没有名院名校，但必须有分校分院，分校
分 院 必 须 有 大
咖、名人；长期
来看，萧山要
办 地 方 高
校 ，主 要
目 的 是
拥 有
沉 淀
池，自己
培养中高
端人才。

近年来，萧山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

持续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见效，市场主体活力得到

进一步释放，如今的萧山，在构建以亲、清为核心

的新型政商关系之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稳，这

将让政企双方以更加齐心协力、更加健康向上的

姿态，积极投身于萧山发展。以下是区办事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小张与创业者小王的对话。

小张：对萧山而言，政府与企业始终处于共
生共荣、同进同退的状态。事实上，作为一个民
营经济大区，庞大的民营企业是萧山最夯实家
底，奔竞不息的民营企业家是萧山发展最宝贵的
财富。萧山依靠企业实现了“强区”，也正是因为
企业才实现了“富民”，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
了巨大推动作用。

小王：萧山是一方合适创新创业的热土，一

直以来的营商环境具有相对优势。很多政府工

作人员都懂经济、知企业，擅长与我们企业打交

道，也明白我们企业所想所需，这点太难得了。

特别是，萧山政府甘心当“店小二”“服务员”，随

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所以说，萧山有今

日的发展成就，离不开政府对企业的关心、关怀

与大力支持。可以说，政府与企业相互成全、相

互成就。

小张：说到营商环境，我们重点在做“加、减、
乘、除”四篇文章。所谓“加”，就是推进服务加
码、审批加速、“互联网+”等，加快从管理到服务
的理念转变；所谓“减”，就是减少不必要的办事
环节、流程，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想方设法降
低企业用地成本等；所谓“乘”，就是将营商环境
作为“金名片”，完善萧山相关制度，打造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所谓“除”，就是破除
阻碍发展的政策壁垒。

小王：的确如此，这几年萧山的营商环境持

续不断优化，我们也深有感触，政府更像是“服务

者”而非“管理者”。我们的总体感受是办事更方

便、领域更开放、经营更自由、权益更保护、环境

更舒适，更加有利于企业成长、人才发展。比如

说，大力推进数字赋能改革，探索“最多跑一次”

“最多跑零次”，实现“就近好办、就近快办”等审

批服务新标准，这让企业节约了大量时间成本，

更安心经营企业，让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小张：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们办好“墙
外事”，企业做好“墙内事”，大家形成合力共同推
动萧山实现赶超跨越发展。

亲清政商 勠力同心说新

谈访

——政府工作人员
与创业者的对话

从今天做起，向明天看齐，为后天准备
——专访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陈凤英

宝马赠英雄
萧山闻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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