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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为全面展示龙游商帮人文精神，反映新时代龙商新面貌，充分挖掘龙游商帮文化内涵，助力打响龙游商帮
文化品牌，龙游传媒集团在各平台开设《龙商共富行动》专栏，旨在通过挖掘特色、报道典型，讲好龙商故事、宣传龙商产
品，为推动龙商赋能共同富裕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本报讯 （记者 罗意） 日前，位于
湖镇镇地圩村的龙游仙人掌健康产业
园正式开园， 园内的“仙人掌主题公
园”栽培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十余
种仙人掌，不远处，一期 15 亩仙人掌
种植基地已完成规模化种植。

“这些仙人掌是墨西哥的“米邦
塔”品种，既可以食用，也可添加入药，
具有降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等功
能。 ”地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徐庭友介绍， 产业园项目由地圩村与
衢州六高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建设
开发，一期投资 500 万元，计划以地圩
村作为仙人掌种植与产品研发中心基

地， 辐射联动小南海镇和庙下乡布局
仙人掌种植区。

“引进仙人掌项目，就是要打造全
省首个以仙人掌为特色的绿色健康产
业带和‘一村一品’乡村振兴共同富
裕示范片。 ”地圩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曹喜顺表示， 地圩村有着独特的党
建优势和资源禀赋。 自驻村以来，他
和徐庭友最想做的， 就是如何实现
地圩村“党建红”带动“产业红”，把
地圩村打造成龙游乡村党建与发展

“双强”样板，“仙人掌产业园是我们走
好共富之路的第一步。 ”

“我们 4 月份种下的这批幼苗，8

月份成熟，届时就可以进行采摘，进行
深加工成药食产品、 功能性化妆品以
及酒、果、茶等衍生品投放市场。”衢州
六高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仙
人掌产业园完全建成后， 预计全产业
年产值可达 1000 万元，将为村集体年
均增收 20 万元左右，带动 100 余农户
年均增收 100 万元以上。

下步，地圩村将建设一个中心（仙
人掌产品研发和健康管理中心） 和一
片庭院（仙人掌美丽庭院）和一批“一
米菜园”，把地圩村打造成独一无二的
仙人掌主题元素村落和特色文化旅游
基地。

龙游仙人掌健康产业园开园

本报讯 （记者 吴晓龙）“这是我
们道岔使用寿命长久的‘杀手锏’之
一，从瑞士引进的焊接机。 ”5月 23日，
在浙江贝尔轨道装备有限公司的车间
内，道岔闪光焊机正在紧张作业，不时
喷射出火星。该公司车间主任徐剑林介
绍，“在翼轨上焊接一段贝氏体合金
钢，能达到更耐磨更耐冲击的效果。 ”

不远处， 自动化的数控铣床和钻
床在隆隆作响， 员工们正赶制一批批
组合辙叉订单； 新投资的数控龙门铣
床、钻床也在紧张调试中。看着忙碌的
生产场景，公司技术研究院院长、技术
总监费维周表示，近年来，“贝尔轨道”
依靠“拳头产品”合金钢组合辙叉，牢
牢占据了 60%的国内市场份额， 荣登
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榜单。

年产合金钢组合辙叉 10000 组，
整组道岔 500 组以上……别看如今的

“贝尔轨道”在铁路道岔领域是名副其
实的“隐形冠军”，他们一路走来也经
历过转型的阵痛。

“从 1984 年到 1996 年的 10 多年
间，我们在富阳从事通信行业。 ”费维

周介绍，在世纪之交，他们看到了轨道
交通即将迎来新的风口， 就果断转型
轨道交通行业。 1997 年开始推出第一
个道岔产品，1999 年成为首个通过铁
道部验收的民营企业。 2006 年，“贝尔
轨道”迁建至龙游。

讲起在转型过程中， 与龙游的结
缘， 费维周表示最看重的是这里的区
位条件。“富阳当时还没有铁路，做铁
道行业肯定要与铁路、车站、火车打交
道，这些在龙游都具备，这边的营商环
境也更有利于我们企业发展。 ”

一路走来， 贝尔轨道十分重视产
品的技术创新， 每年研发经费都超过
1000 万元，实现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
比重 5%以上。在与钢铁研究院的深度
合作中，贝尔不断推进迭代产品，成功
研发出了具有高强度、高韧性、高抗压
等特点的贝氏体合金钢， 并成功研发
合金钢组合辙叉，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目前市场主要是国内的 18 个铁
路局，其中占比最大就数重载铁路。 ”
费维周介绍， 例如国内最重要的运煤
专线，从大同到秦皇岛的大秦线，此前

一直为道岔使用寿命短， 需要频繁更
换而苦恼，而“贝尔轨道”的产品就解
决了他们的痛点， 使用寿命是同类产
品的 2 倍。 也正是在重载铁路领域打
下的好口碑，2012 年起， 贝尔轨道的
道岔逐步打入地铁市场。 费维周骄傲
地说：“我们 2012 年为北京地铁安装
的道岔，到现在还在使用。 ”

深耕铁路行业近 30 年，从重载铁
路到轻轨地铁， 贝尔轨道的道岔都成
为了“明星产品”。 但他们对未来的目
标不仅仅停留在国内。 费维周对未来
充满期待：“疫情稳定后，结合‘一带一
路’，我们要走出去，打开更加广阔的
市场。 ”

在轨道领域闯出一片天地的“贝
尔轨道”，并不满足于停留只精耕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如今，正积极打造占
地面积 150 余亩的智能制造产业园，
努力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 构建链式
抱团发展的良好格局。 该公司综合部
经理田小玲介绍，目前 1 期已经建完，
并有 5 家企业正式入驻，2 期将于今
年底完工。

迁建龙游 倚重科技

“小巨人”贝尔轨道企业的转型发展之路

◎龙商共富行动

“两山”新能源共富综合体
一期项目开工

本报讯 （记者 郑依霖 通讯员 陆颖 毛筱
葳） 5 月 25 日，以“助力‘两山’改革 推进共同富
裕” 为主题的湖镇镇两山新能源共富综合体一期
项目开工仪式在建州智汇创谷小微企业园举行。
县委副书记祝升明，县委常委、湖镇镇党委书记王
斌等参加。

现场，龙游“两山银行”湖镇镇分行揭牌成立，
龙游农商银行向“两山”新能源共富综合体项目授
信 1200 万元。 现场，国网龙游县供电公司和龙游
白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还进行了东金村 4 兆瓦渔
光互补项目建设签约， 该项目系全省省管产业单
位系统首个光伏 EPC 工程项目，将由国网龙游县
供电公司主建，预计 7 月份完成施工并投入使用。

据悉，该项目聚焦渔光互补、农光互补、屋顶
光伏三大板块，总投资约 1.4 亿元，建设面积包含
坑塘、园地、屋顶等 450 余亩，总装机容量约 33 兆
瓦，可为湖镇、社阳 2 个乡镇 23 个村集体年均增
收 10 万元，推动实现企业期权共享、集体经济翻
番和村民致富增收“三赢”目标。

下一步，湖镇镇将锚定目标、乘势而上、倒排
节点、挂图作战，以一流的建设质量和工作效率，
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建设、如期竣工。 同时，继续深
入实施“党建统领·共富助跑”行动，以设立“共富
基金”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项目招引储备，积蓄发
展后劲，推动湖镇镇“两山共富”工作再上新台阶。

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吴诗昱） 5 月 25 日，县第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舒畅，副主任应敏、徐建华、钟爱红、徐仲利出席
会议，副县长舒建明、汪益平及县监察委员会、县
法院、县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2022
年第二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通过
2022 年第二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 听取和审议县
政府关于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2021 年度审计意见整改落实情况、 行政争议协调
化解工作、 推进农民集聚转化工程助力乡村建设
共同富裕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关于我县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审议意见、 关于我县基层乡
村医疗机构卫生队伍建设情况的审议意见落实情
况的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 会议还审议通过有
关人事任免议案。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切实把生态环境保
护作为“国之大者”，提高政治站位持续发力，坚持
问题导向靶向发力，强化责任落实系统发力，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关于审计问题整改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
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总结经验教训、举
一反三，加强共性问题研究、监督检查和审计整改监
督，形成制度性举措，促进权力规范运行。

关于行政争议协调化解工作，会议强调，要牢
固树立依法行政意识和执政为民理念， 深化对行
政争议协调化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强化诉源管
理，形成工作合力，确保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着
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关于推进农民集聚转化工程助力乡村建设共
同富裕工作，会议要求，要围绕中心大局加快推动
农民集聚转化，牢牢抓住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缩
小地区差距”试点的历史性机遇，聚焦共同富裕，
坚持民生导向，回应群众关切，抓好搬迁集聚后半
篇文章，真正让百姓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

关于养老服务体系和基层医疗机构卫生队伍
建设工作，会议指出，要持续跟踪

本报讯 （记者 傅程） 5月 25日，
县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视察我县“科
技赋能乡村振兴”工作情况。 县政协主
席吴剑锋，副主席姜建军、蓝芝苇、周巧
萍参加，副县长龚凤丹应邀参加。

政协委员们先后走进浙江龙游茗
皇黄茶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香满亭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实地视察科技赋能
农业企业工作情况。 在企业负责人和
相关单位负责人的介绍下， 政协委员
们详细了解农业企业的发展现状，及
作为我县特色农业如何借助科技赋能

创新生产模式， 并带动百姓实现共同
富裕。

在随后召开的“请你来协商·科技
赋能乡村振兴大家谈”协商会上，县科
技局负责人作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 与
会政协委员们带着实地调研的直观感
受，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从注重政府
引领、 加大政府对科技农业的扶持、强
化人才作用、深化产业融合、讲好农业
品牌文化故事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会议指出， 我县作为一个农业大
县， 近年来在科技农业上迈出了崭新

步伐，全县“三农”工作成效显著。农业
农村是加快共同富裕的短板所在、潜
力所在，下步，要对科技农业给予更大
的资金及技术支持； 要加大对农业主
体的扶持， 努力在卡脖子技术上下功
夫，培育更多的龙头企业；要做好一体
化谋划，打造更强的农业载体，建立专
业人才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科技人才
队伍建设，为夯实共同富裕“三农”基
础做出政协贡献。同时要求，相关单位
要认真吸纳各委员意见建议， 形成专
题报告，并提交相关部门办理落实。

县政协委员视察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工作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