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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祥的箱柜行业起步于 20 世
纪 90 年代。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
借助科技力量，依托自主创新，从电
子汇单箱柜、密集架、金属保管箱一
直发展到智能档案柜、银行自动监
控系统等，产品不断提档升级，形成
特色明显的产业集群，被誉为“中国
箱柜之乡”。

咸祥镇党委书记洪峰表示，坚
实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创业群体，
支撑着咸祥箱柜行业不断壮大，呈
现了旺盛的生命力，今后将通过政
策引导企业成长为细分行业龙头，
并完善产业链，形成“咸祥板块”的
亮丽风景。

从手动、电动，到智能，再
到智慧

30 多年前，几个敲敲打打的家
庭作坊式箱柜厂在滨海小镇咸祥诞
生。从小工厂到产业集聚发展，从重
复模仿到自主创新，如今，这里已发
展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箱柜之
乡”。

聚集产业的发展，人才智力资
源成为跨越式发展的要素。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下，咸祥镇积
极搭建“双创”平台，吸引高精尖人
才、培育新兴产业，激发出全社会的
创业动力和创新热情。在箱柜产业
领域，工匠人才成为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核心力量。去年咸祥镇的王挺
成为首批“鄞州金匠”、鲍月光等 4
名职工成为首批“鄞州银匠”。

据了解，这 5 名工匠中，“申江
科技”的王挺是公司主导新产品技
术研究的骨干，获多项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圣达精工”的鲍月

光、“安纳杰模塑”的陈文旱主导参
与企业的模具开发和专利研发。鲍
月光独立研发了早期的书桌、书架
隔板，也参与研发了智能密集架控
制防护系统和智能密集架用湿度和
温度控制系统。鲍月光说，过去企业
缺少核心技术和竞争力，只能扮演
加工车间的角色，现在实用性强、科
技含量高的专利产品不断促进企业
转型升级。

走进“圣达精工”的展厅，智能
密集柜一字排开，公司相关负责人
何华东按下操作面板，输入要查找
的档案信息，摄像头转向人所站的
位置，密集柜自动拉开间隙，一道红
外线指向所需档案的具体位置，并
显示了路径，大幅降低档案、图书盘
点和查找工作量。

“我们运用了 RFID 技术，在档
案上放置了芯片，实现数字化管理，
还可以进行大数据统计分析。”何华
东说，箱柜行业经历了 4个阶段，从
手动、电动，到智能，再到智慧，目前
公司的年产值近1.5亿元。

从几家企业、一个块状集
群,到新产业链

谈及箱柜的起步阶段，作为咸
祥首批箱柜人的何永达感触颇深，

“我们原来都是跑汇票箱的，看到银
行引进了日本档案柜，照着样子刻
模子。”何永达说。那个年代没有手
机，20 岁出头的他骑着一辆自行
车、夹着一个皮包到处跑业务，几个
人一起租了厂房，买几台冲床，说干
就干。

朱建达是从家庭作坊起家的，
最初的厂房只有几十平方米，他开
拓业务、扩建厂房、招收工人，一手
创办起宁波明达现代办公设备有限
公司。如今“明达”拥有了 7000多平

方米的厂房，大型全自动静电喷塑
生产流水线，先后获得近 30项国家
专利。

扎根咸祥的明兴金融公司、圣
达精工公司成为 2006 年度国家档
案局的定点生产企业；精业保管箱
公司、海达箱柜公司成为省档案局
的定点生产企业；新宇箱柜公司的
产品还出口日本。宇东金属箱柜、
兴达精工实业、大为金属制品等企
业走出咸祥，谋求更大规模发展。

一段时间，咸祥制造的密集
架、金属保管箱几乎占据了全国市
场的半壁江山，并延伸出下游产业
链。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档案、
票据面临寄存难、查找难的困境，全市
首家档案寄存服务企业——银禄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破解了这一难题。

3 年前，该公司在咸祥兴建了
一幢国家甲级标准档案存储建筑，
档案楼里安装了全国最先进的细水
雾灭火消防系统、全方位全天候视
频监控系统、档案保护“八防”设
施等，为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
的档案寄存、托管等外包服务。

这一箱柜行业延伸出新的产业
链，是信息技术服务为行业发展提
供的新生力量。银禄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档案社会化寄
存、托管和金融服务外包的公司，
以其专业的档案管理经验及国家级
档案库房，帮助客户创建系统应用
管理和维护、信息技术支持、银行
后台服务、财务结算、软件开发、
仓储服务等业务流程体系。

近日，一批智能箱柜从咸祥运往济南，将在国网山东电力12个城市供电公司
亮相。据统计，鄞州区咸祥镇共有50多家箱柜企业，生产八大类近千种规格的产
品，去年产值超5亿元，比前年增长38%，行业规模和年产值均稳居全市首位。

春节期间，鄞州区五乡镇文化中心好戏连台。元宵
节又是一轮大戏开演，余姚市越剧团2月28日晚上演出
《王老虎抢亲》，3 月 1 日下午和晚上分别演出 《金玉
情》《追鱼》；3月2日晚上，举行五乡镇“元宵文艺晚会
和灯谜竞猜活动”；3月7日和8日晚上，浙江京剧团分别
演出《智激美猴王》《四郎探母》。而去年一年，在文化
中心剧院演出各类戏剧、歌舞、话剧、交响乐、儿童剧
等57场次，在报告厅放映免费电影240场次, 观看演出
及电影的观众分别达到2.8万和2.65人次。五乡镇综艺团
被评为2017宁波市优秀基层业余文艺团队，五乡镇文化
站评为“浙江省特级文化站”。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季春丽

政府出资，居民看戏

以前，高雅艺术往往只有在城市
高档影剧院里上演，住在乡村的群众
要看一场高雅演出必须进城来。

而在五乡镇，投资 6500 万元，
占地面积 13000 多平方米，建筑面
积 8100 多 平 方 米 的 文 化 中 心 自
2014年 10月落成投入使用以来，镇
政府已连续三年多，每年出资 100
万元让居民享受高雅艺术，用于请
专业剧团来演出，每年计划演出 50
场。“这得益于镇文化中心剧院与宁
波逸夫剧院建立城乡院线联盟。”五
乡镇文化站负责人李建龙介绍，前
年和去年，与宁波逸夫剧院同步请

来上海越剧院、浙江话剧团、浙江交
响乐团、北京老舍艺术剧院、广东省
话剧团等专业院团，甚至还有古巴
国家芭蕾舞团、俄罗斯远东芭蕾舞
团、加拿大萨克斯大师专场、德国钢
琴家专场、美国犹太洲青年舞蹈艺
术团等前来演出。至今，演出场次达
172场，当地人平均一人一年可免费
观看一次演出，在自己的家门口欣
赏高雅艺术。一位常常参加表演的
史阿姨说，多看外面来的好节目，自
已的水平也有了提高。当地人老戴
说，这么高档次的演出，以前从来没
有看过，非常过瘾。

搭建平台，丰富载体

“群众编、群众演、群众看。”镇
党委委员吴祈德说，秉持“群众参
与、群众满意”的工作方针，依托镇

级 19 支群众业余文体团队，结合
“周日文化”，积极打造 “群众大舞
台”这一五乡文化品牌，组织了各类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据介绍，去年一年，镇文化站
相继举办和承办了迎新春文艺晚
会、猜灯谜庆元宵文艺晚会、五一
职工文艺晚会、剿灭劣 V 类水暨

“群众大舞台”周日广场文艺晚会
启动仪式、第十届李家洋榨菜节开
幕式文艺演出、五乡镇庆国庆文艺
晚会、送戏曲进村文化礼堂等活
动。同时，还与北仑区小港街道、
大碶街道进行“文化走亲”文艺演
出，承办“2017年鄞州区农村文化
礼堂才艺大赛决赛”，主办全镇象
棋赛、乒乓赛，承办鄞州区第二届
乒乓球排名赛、“乒协杯”宁波市
第六届乒乓球赛、“五乡傅其芳

杯”鄞州区第八届乒乓球等级联
赛、“五乡杯”第七届门球邀请赛
等各类文化体育活动和赛事 37 场
次。其中 5—10 月份在文化中心广
场，举办了 19 场“群众大舞台”
周日广场文艺晚会，所有节目由草
根队伍自编自演，全镇 1300 多人
次的业余文艺爱好者参加演出，观
看广场演出的观众达到 28000 人
次，这些活动的缤纷开展，极大地
丰富了五乡镇群众的业余文化生
活，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好评，

“群众大舞台”周日广场文艺晚会
已成为五乡镇文化活动新常态、新
品牌。

巩固阵地，高效运转

五乡镇积极发挥文化中心的主阵
地作用，扎实推进文化组织网络体

系、阵地设施体系、文化活动体系、
辅导培训体系和考核评估体系等为主
要内容的五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

一年来，该镇文化中心开展戏
曲 、 舞 蹈 、 体 育 健 身 等 培 训 60
期，各类科普和健康讲座 12 期，
参加培训的人数超过 1300 人次，
听取讲座听众达900人次。

指导各村把文化阵地建设纳入
新农村建设规划，按照“公共文化
明珠镇创建工程”标准，使全镇公
共文化建设形成“一核多极”，即
以镇级“文化明珠工程”为中心，
辐射和带动村级“文化礼堂”的格
局 ， 全 面 构 筑 “ 十 五 分 钟 文 化
圈”，从而达到“人人参与文化，
人人享有文化”的目标。所有村全
部完成了浙江省村级体育俱乐部和

宁波市体育特色村的创建，一半以
上村完成灯光篮球场建造，至2017
年年底止，已有仁久、永乐、石山
弄、钟家沙等 8个村文化礼堂通过
区验收。明伦村的礼堂将建成开
放，对鄮县文化进行挖掘和陈列，
将打造成市、区二级文化礼堂的新
样板。

重点培育 19 支镇级群众业余
文 体 团 队 和 20 多 支 村 级 文 体 团
队。其中涌现了五乡越剧团、日兴
越剧团、少儿京剧社、花样艺术队
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队伍。此外
还有宝同村的威风锣鼓队、钟家沙
村的武术队和天童庄村的文艺队
等，经常活跃在“群众大舞台”及
村文化礼堂中，为村民带来了喜闻
乐见的节目，营造出新时代浓浓的
农村群众文化氛围。

本报记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叶鑫瑶

抢抓转型机遇
招大引强按下快进键

去年以来，江北工业区抢抓宁
波被列入“国家土地二级市场试点”
机遇，探索存量土地分割出让机制
和流转流程，并在现有重点低效地
块开展试点。园区建立了符合二次
开发实际的土地分割转让工业区模
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
果。数据显示，2017 年，园区淘汰各
类低小散企业 152 家，新腾出工业
厂房面积 13.4 万平方米，累计盘活
闲置低效厂房15.9万平方米。

在提高园区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的基础上，招大引强成为园区工作
的“重头戏”。由江北区经信局、工业
区、招商局、科技局、人才办等多方
组成的“招商小分队”，每月定期召
开工业物联网招商工作例会，并依
托“宁波深圳周”“上海企业家宁波
行”等活动及客商、协会对接拜访北
上广等地知名企业，拓展招商渠道，
挖掘客商资源。截至目前，在谈物联
网及配套企业有 133 个项目，已落
户的有 31 个项目，一、二期入驻率
超过80%。

同时，园区不断助推五大产业

集群相关项目引进。柯力物联网三
期已开始内部装修；完成康赛妮精
品羊绒智能工厂、禹鼎电子等智能
制造示范和工业物联网产业项目供
地；引进戈冉泊、英峰新能源连接
线、奥乐农机等优质项目；推进爱柯
迪年产 3000 万件汽车铝合金压铸
零件生产线项目、4500 万件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生产线项目……核心产
业发展后劲十足。

据 统 计 ，2017 年 园 区 共 引 进
263家企业，其中500万元以上企业
83家，共计完成实到外资9032万美
元，同比去年增加25.43%。

抢投技改项目
智能经济驶入快车道

园 区 加 大 市 区“ 中 国 制 造
2025”专项政策解读落实，引导企业
加大智能投入，有效投资持续高速
增长。2017 年，11 个项目申报市级
重大技改专项，其中建新汽车底盘
智能工厂试点示范项目入选工信部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市级第一
批数字化智能工厂示范项目。优势
产业发展规模不断上新台阶，去年
汽车零部件、智能装备、工业物联网
产业产值分别达到 56 亿元、40 亿
元、21 亿元，产业聚集度分别达到
29%、21%、11%。

在首批公布的宁波市特色产业
园认定及培育名单中，园区推荐的
江北工业计量物联网产业园获认
定，江北汽车饰件智造产业园、江北
时尚羊绒纺织产业园、江北汽车轻
量化制造产业园进入培育，成为该
区特色产业园建设的“排头兵”。

“今年，园区将继续抢抓企业生
产制造过程的智能化改造投入，着
力建设无人车间、智能化车间，建设
一批智能化改造试点示范项目。”江
北工业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智能制造发展离不开人才。“引
才、留才、育才要齐头并进，平台、服
务、环境要同步优化，才能吸引更多
人才。”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工业区拥有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
1 家，省级博士后工作站 6 家。2017
年，园区共引进各类人才1500余人，
其中博士5人，硕士40人，海外工程
师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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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餐群众烹饪群众享受文化大餐群众烹饪群众享受
五乡：

五乡民乐队演出场景。（朱军备 摄）

群众文体团队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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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翔、爱柯迪厂区产出迈上20亿元大关，得力、康赛妮
厂区产出超10亿元……近年来，众多像华翔、爱柯迪一样的
企业纷纷落户江北工业区，并成为江北经济增长主阵地中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2017年，园区企业销售收入实现283.3亿元，规上工业增
加值实现46.4亿元，同比分别增加20.3%、17.1%；完成财政
总收入17.9亿元，同比增长22.8%……一组组数据，印证着江
北工业区正在向高质量发展不断迈进。

然而，不为人所知的是，园区工业的高产优势来之不易。
曾几何时，土地要素制约、低效资源存在……各类问题一次次
把园区逼到了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

咸祥咸祥：：
中国箱柜之乡向科技转型中国箱柜之乡向科技转型

康赛妮羊绒智能工厂。
（徐欣 摄）

“兴达精工”公司智能化箱柜。（朱军备 唐一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