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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凤凰镇，坐落着一座以资本输出国
名字命名的专业特色园区——张家港韩国
工业园，园区内40余家韩资企业林立，产
业主要集中在汽配、轻工领域，年产值高
达近40亿元。其中缘始，还要从1993年
说起。

在中、韩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凤凰
镇（原西张镇）便抓住了第一波韩资企业
投资大陆的机会，引进了一批劳动密集型
韩资项目。2002年，张家港韩国工业园正
式成立，陆续聚集现代威亚、国一制纸、
可隆科技特等优秀韩资企业，如今已经成
为我市对韩招商的重要品牌和窗口。

20余年后的今天，面临着深化特色园
区打造的重要课题，凤凰镇选择同时聚焦
优存量、扩增量，走出了一条双轨并行的
发展路径。国一制纸 （张家港） 有限公
司，正是园区内通过有效盘活存量资源，
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家从事特种纸生产的企业，国
一制纸于2004年落户凤凰，多年来持续加
大生产性革新和节能领域投入，每年开发
10余种新纸种。2021年，随着三期项目的
投入使用，企业年产能达到15万吨，中水
回用率提升至70%，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准。

“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使得生产效

率提升20%，能源利用效率提升10%。”
国一制纸总经理崔京硕告诉记者，明年公
司将持续扩大产能，挖掘节能潜力，力争
销售额突破15亿元，中水回用率提升至
80%。

深耕细分领域，国一制纸实现了“一
张纸”的突围。而面对国内国际市场的变
化，凤凰镇积极调整招商赛道，将招商重
点由原先的汽车零部件领域转向半导体产
业、生物医疗器械领域，持续巩固对韩招
商优势。就在上周，凤凰镇近十年来对韩
招商单体投资量最大的项目——韩国
（株）ASFLOW半导体设备超洁净模块及
系统集成项目成功落户园区。

“中国半导体市场前景广阔，此次在张
家港投资建设项目是大势所趋也是发展所
需。凤凰镇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半导体产业
基础让集团坚定了投资信心。”在项目签约
现场，韩国（株）ASFLOW总部代表康斗
洪如是说。

这一总投资1.5亿美元的项目主要生产
超洁净EP管道、阀门、调节器及系统集成
模块，是半导体厂务端与设备端用的关键
核心零部件，全部达产后预计年销售可达
15亿元。“未来集团将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吸引带动上下游企业落户，助力打造更

具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新高地。”康斗洪对
双方合作共赢充满信心。

去年以来，凤凰镇已组织6批次招商
小分队赴韩招商，在首尔、釜山、京畿道
等重点城市拜访新兴产业项目和机构40余
个，累计签约优质项目10余个。随着持续
深耕对韩招商，凤凰镇的“朋友圈”越来
越大，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入了强劲动
能。

如何在产业新布局中形成更强的竞争
优势？凤凰镇将目光投向了产业集聚、链
式发展。江苏广大鑫盛精密智造有限公司
正在凤凰镇打造高端装备产业集群的布局
中充当重要角色。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风电设备中的核心
零部件——齿轮。它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以微米级别计算，相当于人一根头发丝直
径的四十至五十分之一。”广大鑫盛智能制
造中心总监吴灿华介绍，广大鑫盛大型高
端装备核心精密零部件智造两期项目总投
资42亿元，分别入选了2021年和2023年
的江苏省重大项目，是张家港市首例“成
交即拿地、拿地即发证、发证即开工”三
合一项目。吴灿华坦言，凤凰镇政府部门
的专班式、全流程保驾护航，坚定了企业
发展信心。

为高端装备造“心”，为转型升级发
力，以广大鑫盛为龙头，凤凰镇正持续引
进大型精密零部件制造、航空航天等多个
装备类的补链、延链、强链项目，吸引高
端智能装备制造上下游节点性企业集聚式
发展。

与此同时，凤凰镇还在新能源、
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持续落子。“当前
我们正借助塞墨勒、氢璞膜等新项目
签约契机，继续强化新能源领域上下
游项目招引。”凤凰镇经济发展办公室
庞晓畅表示，凤凰镇将用好苏州市首批
数字经济产业园“凤凰科创园”，不断培
育以配播公司、好活公司为代表的流量
经济，做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为推动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强劲支撑。

“我们将继续坚持在重大项目招引
与本土企业培育上双管齐下，同步推
动产业提档升级与项目落地投产，在服
务内资项目与吸引外资项目上多向发
力。”凤凰镇党委副书记季晓阳这样描摹
产业发展未来路径，依托大招商机制，全
力招引具有大规模投资高科技含量以及广
阔市场前景的优质项目，同时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加速释放存量企业发展动能，形
成经济新增长极。

古地新辉 凤凰于飞
——来自凤凰镇的高质量发展一线调研报告

□融媒记者 侯沁莹 姜 蓉 陆祉霖 丁 珰

“河阳山色画图开，凤凰展翅待君来。”
凤凰镇古称“河阳”，其历史可追溯至六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南朝时便已有永庆古寺名扬江南。在这里，历史与文化交织，传承与发展同行。
行至今日，作为张家港“南大门”的凤凰镇，不仅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誉，更跻身“全国百强镇”之列，一面蕴含着江南小镇的独有风情，

一面显示出经济大镇的强劲势头。千年凤凰，正围绕打造兼备现代气息和江南风情的“金凤凰、美凤凰、富凤凰”的总体目标，呈现出经济与人文交融的
生动图景。

“小麦青青菜花黄，年年枝头结满
桃。”这是非遗文化河阳山歌歌咏的凤凰乡
村美景。从硕果累累的果园到生机勃勃的
农田，在凤凰镇，水蜜桃、大米、葡萄、
翠冠梨等特色农产品如繁星般遍布乡野，
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坚定有力，为当地村民
蹚出了一条通往增收致富的道路。

作为苏南地区最早的水蜜桃产区之
一，水蜜桃是凤凰镇当之无愧的“农”字
招牌。2021年，凤凰水蜜桃产业园区被列
入苏州市首批转型升级示范园区，目前园
区从业人员3000多人，种植面积6000多
亩，年产量9000多吨，总产值超过1亿
元，这里的甜蜜产业承载着农民们美好的
致富梦想。

“今年是我种桃子的第12个年头，这
120亩地上种了白凤、湖景等品种，亩产
量能达到3000斤。”在凤凰镇万亩桃园，
桃农颜明华告诉记者，从选苗、栽培、施
肥到病虫害防治，他时刻关注着每一棵桃
树的生长状态，确保结出的果实品质上
乘。

精心挑选优质品种，用心规划桃园布
局，在凤凰镇，像颜明华一样一丝不苟、
起早贪黑的桃农不胜枚举。近年来，在凤
凰镇农业部门的推动下，桃农们通过采用

高规格大棚、标准化Y型种植、分批疏果
控产量、增施有机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
措施，实现了水蜜桃品质的持续提升。与
此同时，凤凰镇也积极与江苏省农科院果
树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科学种植
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让每一颗水蜜桃都是
一份沉甸甸的品质保证。

品质有了底气，销售自然也得跟上。
如何让水蜜桃从“种得好”走向“销得
俏”？凤凰镇农业部门走起了“合作经营”
的路子。

成立于2022年的张家港市鸷富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由魏庄村、支山村、夏
市村、杨家桥村、高庄村5个村组成，通
过抱团发展，充分延展桃产业商贸物流链
条，打响水蜜桃品牌，持续做大做强“水
蜜桃+”经济。

做大基数、提高效率是“鸷富”帮助
桃农“销俏致富”的第一步。“我们计划通
过逐年的土地流转，整合闲置土地和利用
率较低的土地，组织分散的种植户实现规
模化种植并统一销售。”张家港市鸷富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孙海东告诉
记者，公司未来会与线上线下各大销售平
台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争取更好的销售
价格，为桃农拓宽水蜜桃的销售渠道，预

计明年销售量为2万盒，可带动周边约200
户桃农增收。

“近年来，我们采用‘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形式，通过公司、合作社等新型
经营主体对接企业、商超统一销售，并借
助电商助农直播等新形态，进一步拓宽销
售渠道。”凤凰镇农村工作办高级工程师潘
斌告诉记者，2024年，凤凰镇支山村联合
张家港农商银行党委开展的“一棵树”党
建公益助农直播开播后，共计售出水蜜桃
超10000箱。

特色甜蜜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是凤凰
镇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典型缩影。而在这片
沃土上，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稻田也正在阳
光下承载着丰收的希望。

近年来，凤凰镇杏市村积极建设高标
准农田，种植绿色大米，创立“绿禾新
侬”“杏之源”两个特色农业品牌，大力推
广本村特色农产品，同时探索农业实践基
地建设，利用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智能化
稻麦烘干中心、绿色大米种植基地发展特
色农业。

在杏市村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大型智
能化碾米机正在轰隆作响，清洗、脱壳、
碾白、色选……一系列自动化工艺后，稻
谷被加工为精米，并分级打包成袋。“凤凰

的土质是黏壤土，可以很好地锁住水稻生
长过程中的养分，为生产优质大米提供了
良好条件。”凤凰镇杏市村党总支委员唐帅
介绍，村里采用集约化管理、标准化生
产、机械化耕作、规范化经营的种植模
式，以及变更稻谷销售为大米销售的经营
模式，增收60多万元。

在凤凰镇，现代农业的发展不仅保障
了农产品的优质高产，更促使着农业产业
链不断延伸。目前，全镇良种统供率为
100%，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率达为
99.6%，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25万亩，
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81.5%。凤凰镇的特
色农产品正逐渐走出乡村，迈向更广阔的
市场，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
餐桌”的无缝对接，成为富民增收的重要
途径。

“高质量现代农业必将成为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实现富民增收的强大引擎。”凤凰
镇党委委员钱晓波表示，未来，凤凰镇将
紧紧围绕粮食安全和水蜜桃产业发展，在
品种引进、产品质量、品牌宣传等方面持
续发力，并通过科技引领、产业融合、社
会化服务等多方面举措，努力打造江南

“鱼米之乡”凤凰样板。

一条名为凤恬的路，串联起了江南美
凤凰的好风景。以凤恬路为中轴线，恬庄
古街、肖家巷、河阳山歌馆、永庆寺、凤
凰湖、中新鸷山桃花源等多个旅游景点和
文旅项目分缀两侧，以路引景、以景连
线，不仅串起了江南水乡的风景如画，更
是凤凰镇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见证。

沿凤恬路东行，一条千年古街便出现
在眼前。恬庄古街完好保存了大量明清及
民国古建筑，古建筑群面积占民宅的
65％，是苏南地区保留较为完好的一条历
史古街。

北街深处的一间民宿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一间在旧民宅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民
宿，名为北府海棠。“我们在保留文保建筑
原有主体结构的基础上，融入了年轻化的
民宿经营理念，让民宿既有古朴的韵味，
又不失现代舒适感。”民宿主理人刘宸华对
于古韵新生有着自己的见解，在古街里建
这样的民宿，也是希望能够为厚重历史文
化注入新元素，让古街集聚起越来越多的
人气。

古街民宿无疑是凤凰镇文旅融合的一
个典型“取景窗”。作为全市文旅资源最丰

富、重点文旅项目最集聚的板块，近年
来，凤凰镇持续用好用活文化资源，以项
目建设为牵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
力发展文旅新业态新模式。

顺着凤恬路一路向西，在中新鸷山桃
花源步入北湖石亭，复行数十步，一间唐
宋风格的茶室映入眼帘，隐世又惬意。这
里就是凤凰镇于今年新招引落户的文旅项
目——寻迹茶寮，项目以“茶咖+文旅”
为主题，设置多功能活动空间、化妆间
等，并不定期举办各类文旅活动，开业以
来，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已成为港
城新晋“网红打卡点”。

“中新鸷山桃花源是当前凤凰镇在文
旅招商方面的一块重点区域，除寻迹茶
寮外，我们先后在此招引了雷迪森温泉
酒店、月夕度假酒店、桃花源生态农庄
等文旅项目，均受到了一致好评。”凤凰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晔介
绍，通过不断拓宽“乡村微旅游”概
念，凤凰镇正在打造一个个独特、美
观、富有内涵的新场景，为居民游客提
供沉浸式的乡村体验环境，让更多人能
走进乡村、恋上乡村。

目前，凤凰镇共有各类在建文商旅项
目14个，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当地旅游业
态，成为继奥斯汀玫瑰园、幸会咖啡馆、
柒月小筑等多个文旅项目之后新的人气

“宝藏”地。
就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

再次掀起了一波“体育热”，各地文旅部门
纷纷出招，巧妙借用体育元素持续增强地
方吸引力。而凤凰镇早在多年前，便开始
了以体育推动文旅融合的前瞻布局。

近年来，凤凰镇打响“跟着赛事去旅
行”品牌，将山水风光与体育竞技相结
合，以赛引流、以赛促流，实现“赛
事+”融合发展。

——今年6月30日，“2024年中国小
铁人系列赛暨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在凤
恬路一侧的凤凰湖生态公园内开赛，来自
天南海北的300多名“小铁人”齐聚凤凰
湖畔，“家门口”的旅游景点摇身一变，成
为了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地。

——在今年7月的“贝贝杯”足球赛
期间，凤凰镇更是通过体育牵引、文化赋
能、旅游带动等多种方式，在凤恬路沿线
配套举办“筑梦贝贝 山歌嘹亮”河阳赛

歌会、组织开展“跟着赛事来旅行”非遗
研学游等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进一步
拓展市场空间。赛事期间，凤凰镇共接待
游客7.2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254.7
万元，抖音、微信等平台总热度超 400
万，“贝好看”“贝好听”“贝好吃”“贝好
玩”等品牌应运而生。

体育搭好台，文化经济来唱戏。当前
凤凰镇正在持续扩大体育赛事溢出效应，
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景区“留量”和消
费“增量”，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

“我们要让游客从‘走一走、看一看’
变为‘停下来、住下来’。”在凤凰镇党委
宣传（统战）委员、政协工委副主任刘梦
甜看来，加大体验性产品供给是凤凰镇农
文体旅深度融合的方向。未来，凤凰镇将
聚焦肖家巷、中新鸷山桃花源、恬庄东片
区等文旅载体，积极引进多元投资，培育
发展旅游民宿、乡土美食、非遗体验等新
兴业态，打造更多全新消费场景，为“千
年古河阳、诗画美凤凰”这幅历史文化长
卷注入新的生命力。

“找准生物医药产业新赛道后，我们再
一次坚定信心，向凝聚合力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重新出发。”回忆起飞翔医药产业园
从化工集中区蝶变为“绿色药谷”的历
程，凤凰镇飞翔医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主
任刘国华感慨良多。

飞翔医药产业园前身是飞翔化工集中
区，巅峰时期，园区的工业产值占全镇1/3，
是凤凰镇当时的产业支柱、经济支柱。近
年来，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凤凰
镇主动求变，重点发展高附加值原料药及
其制剂产品、高端医用材料等，致力于打
造创新药物产业化聚集区。

“我们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比如配套年供热150万吨的热电项目，确
保医药企业用能需求，未来还要再增加96
万吨，同时配套废水和微废溶剂处理设
施，满足企业环保需求。”刘国华告诉记
者，从化工集中区转型而来的飞翔医药产
业园，最大特色是可以落户“可涉化”医
药项目，也就是入驻园区的项目在生产过
程中可以涉及化学反应。

可涉化的独特优势，加上完善的配
套，飞翔医药产业园吸引了一众优质生物
医药产业项目。最近，苏州沃美生物有限
公司正和凤凰镇洽谈新项目入驻事宜。“园
区以合成生物学为特色，定位精准、配套
齐全、政策扶持有针对性，可以帮助我们

这类企业迅速成长。”苏州沃美生物有限公
司创始人滕小锘表示，目前，双方已基本
敲定入驻方案，计划拿地50亩，建设企业
新生产基地。

在以多样化载体为依托，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上，凤凰镇总是不遗余力。为进
一步做大做优科技型企业成长“凤凰矩
阵”，近年来，凤凰镇创新打造了以科技创
业园为总园区、金凤凰微纳产业园为分
园、凤凰·小马（上海）国际创新中心为

“飞地”的“1+1+1”的科创空间体系。
走进位于上海虹桥枢纽的“凤凰·小

马（上海）国际创新中心”，浓郁的创新气
息扑面而来。在这片2500余平方米的空间
内，汇聚了超过20家科技型企业的精英团
队，无数灵感火花在这里涌动。

“中心于2023年3月正式启用，集企
业孵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投融资、
人才集聚、科技招商、产业协同等科创功
能为一体，打造凤凰镇面向国内国际科技
企业的会客厅、产业环境和政策的展示窗
口和创新集群资源引进的协同中心。”凤
凰·小马（上海）国际创新中心负责人韩
文轩介绍，依托该中心，凤凰镇实现了

“孵化培育在上海，产业加速在凤凰”，加
速各类创新资源向凤凰镇集聚。

沪上“栽梧桐”，诚引“凤凰栖”。成
立一年多来，凤凰·小马（上海）国际创

新中心入驻企业已涵盖半导体芯片、新能
源、新材料、汽车电子、高端医疗器械等
领域，其中高层次人才项目占比95%以上。

百工汇智（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正是通过这块“飞地”与凤凰镇结缘。目
前，企业在这里设立了研发中心，在凤凰
镇设立了1300平方米的生产基地。“把高
端人才放在上海，把组装调试的产业基地
放在凤凰镇，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搭配。”百
工汇智 （苏州）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董事长马开辉与记者分享道，“我们拥
有上海这个高端窗口，又有运营高效、性
价比高的生产基地，非常有利于企业未来
发展壮大。”

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转化落地，凤凰
镇还通过加强政策扶持、引导金融支持、
强化资本赋能等举措，在企业发展和人才
成长的各个重要节点给予强劲支撑。

“围绕凤凰镇产业发展方向，我们用真
金白银为企业科技转型提供助力，比如在
企业研发投入、设备更新等方面，在上级
奖补基础上再给予配套补贴。”凤凰镇党建
办公室主任曹京告诉记者。3年来，凤凰
镇累计发放镇级政策扶持资金达8800余万
元，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开发，积极
对接“沙洲科创C计划”基金、“人才一
号”母基金等上级基金，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

仅去年一年，凤凰镇共获评苏州
姑苏领军人才4名、省“双创计
划”人才2名、国家级重大人
才工程A类人才1名，认定高
企50家，有效发明专利净
增220件，全镇人才企业
销售突破26亿元。

着眼未来，凤凰
镇已然瞄准“因地制
宜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细化绘制了新
的“三力”路线
图。“我们将始终
坚持以创新引领高
质量发展，强化招
才引智磁场，注入
创新发展‘源动
力’；构建技术转
移中心、创新协同
中心等科创平台体
系，提升转型升级

‘驱动力’；全面保障
金融服务、特色园区
等发展要素，滋养由

‘孵化’向产业化成长的
‘生命力’。”凤凰镇党委副
书记季晓阳表示。

双轨并行：提能锻链打造产业强引擎

N+孵化：筑巢引凤培育新质生产力

一路生花：深度融合重塑农文体旅景

万亩良田：现代“丰”景蹚出乡村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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