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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新家”后，企业产能提升50%
海宝电器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潜水

泵研发、生产、销售企业，扎根小榄 20余
年，已逐渐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水泵年销售量超
400万个。

“老厂房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再扩充生
产线了，产能也达到极限。”余杰说，旧厂
房的仓库、车间分布在不同的楼层，但只
有一台货梯，经常出现成品和原料抢电梯
的情况，沟通事情在不同楼层间来回跑动
也成为常态。

想要彻底改变企业现状，余杰将目
光聚焦在“搬家”上，先后走遍了小榄及
周边多个镇街，考察了近 20 个产业园
区，寻找单层面积 5000 平方米左右、价
格合理的新厂房，最终相中了“粤深·湾
区智谷”园区。

今年 2月，海宝电器搬进了“新家”。
“生产线由原来的 4条扩展成 6条，新增
了全自动绕线机、打标机、冲压机等智能
化设备，产能提升了 50%。”生产面积扩
大、企业形象提升、经营条件改善让余杰
的喜悦溢于言表，也让他敢于畅想未来。

“未来还将持续投入资金持续进行智能
化改造，向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方

向努力。”

■新园区让社区集体租金收入翻了一番
走在“粤深·湾区智谷”园区内，可以发

现园区并没有建设实体围墙，而是采用红
外线电子围栏，10栋10层的产业大楼与社
区整体、周边建筑融为一体，曾经的低矮锌
铁棚厂房，如今却已脱胎换骨，成为产业发
展的新高地。过去，这片51.74亩的土地上，
仅有 6栋建筑，总面积 19600平方米，容积
率约为0.55，亩均年产值170万元。

为破除土地瓶颈、土地资源收益低、
产业低端等问题，绩东二社区决心乘借

“工改”东风，进行一场“大变革”，规划建
设社区产业基地。“凡是第一宗的项目往
往是最困难的，摸着石头过河，边探索边
解决问题，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绩东二
社区党委书记李冰表示，项目建成后，社
区集体增加了 4万多平方米物业，每年租
金收入约840万元，较以往翻了一番，不仅
为社区集体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也极
大地提升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粤深·湾区智谷”项
目并没有选择开发房地产项目，而是以产
业园模式发展制造业。李冰解释说：“我们
想以此培育本土产业，让企业能在这里生

根发芽。”她表示，通过引进优质企业和项
目，社区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立体式产城融
合生态圈，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转型升级。

■园区专业化运营的新赛道
产业集群发展需要产业园区支撑，产

业园区能不能适应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不仅要看区位、设计等硬件，更需要环境、
服务等软件配套。产业园区第三方运营模
式有着专业性强、经验丰富、成本相对较
低的优势。在立项之初，小榄绩东二社区
就与来自深圳的团队合作运营，共同打造
一个适应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现代化
产业园区。

在产业园区建设过程中，运营方深入
调研了中山企业生产需求，根据企业实际
情况，将厂房单层面积定在1000至5000平
方米，为园区配置了超 1万平方米地下停
车场、空中花园、公用食堂等设施。以海宝

电器过往“痛点”为例，园区设置了 4个直
通市镇道路的卸货平台和超30台客货梯，
每个平台可供 6辆货车同时上下货，避免
垂直交通和平面交通拥堵。合理的设计和
完善的配套，也为后续招引企业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据“粤深·湾区智谷”项目招商总监龚
慧敏介绍，目前项目一期整体招商率已达
86%，以智能锁、智能装备、智能电器、灯饰
照明为主，其中既有珠江口东岸企业，嗅
着深中通道机遇而来，也有与海宝电器一
样的本土企业，谋求增资扩产、蓄力发展；
既包含了近10家外地规上企业，看好中山
区位优势和产业配套，也有智能锁芯片、
贴片企业，为智能锁产业延链、补链。

有了“粤深·湾区智谷”的成功经验
后，运营方也与绩东二社区合作布局了第
二个产业园项目，计划今年 5月封顶，8月
交付企业使用。

园区提质 企业满意 集体增收
作为中山第一宗集体土地自愿转国有招引企业的“工改”项目，小榄镇

“粤深·湾区智谷”园区企业入驻率已达86%
4月19日，记者走进中山海宝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宝电器”），

搬运工人正将物料经过宽敞的通道运送至各条生产线上，全自动绕线机正

将铜线缠绕至马达部件，一派繁忙而有序的生产场景。如非总经理余杰点

明，很难发现海宝电器是今年春节过后才搬进“新家园”——小榄镇“粤深·

湾区智谷”园区。

“粤深·湾区智谷”园区不仅是全市第一宗集体土地自愿转国有招引企

业的“工改”项目，也是全市首个通过“交验即发证”的“工改”项目。自去年

底全面完工以来，该园区已吸引了约45家企业入驻，总体入驻率达86%，

走出了一条园区提质、企业满意、集体增收的共赢“工改”之路。

见习记者 李颖奇 高倩荷

“粤深·湾区智谷”园区现已吸引约45家企业入驻，总体入驻率达86%。 受访者供图

■纸板技术领跑全球
在起湾道某大型连锁快餐门店，服务

员使用一款一次性纸浆模塑餐具为客人
打包，这款餐具已成为该知名连锁餐厅门
店打包的专用餐具。随着全面禁塑新时代
的到来，这种一次性纸浆餐具火速占据了
大型餐饮连锁包装盒的半壁江山。

“我们研发的纸浆产品防油耐热功能
性极强，但我们并不满足于此，于 2020年
启动了纸板生产工艺的研发。”该公司项
目工程总监周运江表示，沙伯特是一家通
过创新提供持续发展，给客户提供食品包

装解决方案的一个制造商，为合作商提供
一站式包装解决方案。

何谓一站式服务？周运江表示，可以
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就是客户有明确
的需求，通用产品不能够满足，这种情况
下企业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使用场景把它
的概念转换成设计，通过设计制作一些样
品，给客户去测试跟试销售，然后再制作
模具，到车间生产；另一种情况是客户不
需要特别定制，在企业众多产品中可以方
便快捷找到适合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这
也是一站式的体现。

“纸板餐具的诞生源于客户针对纸浆
产品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小汤匙的耐水、
耐油的性能更强，刀叉的切割能力进一步
提升等，我们针对这些需求设立研发项
目，开启一站式服务。”周运江表示，在研
发阶段，技术团队把阶段性成果交给合作
商进行体验试用，并收集他们的反馈意
见，再对产品进行优化。通过这种方式，研
发团队希望新产品在设计优化的过程中
尽可能接近用户的需求。

据介绍，目前沙伯特自主研发的纸板
餐具全自动生产线在三乡产量稳定，部分
产品供往欧洲，还帮助欧洲沙伯特公司落
地投产，以满足客户需求。

■主动探索环保新路
从塑料、可降解吸塑、纸浆，再到纸

板，沙伯特一路完成产品的迭代升级。
“目前企业使用可持续性发展的原材料
做出来的产品占比达 84%，我们预计
2025 年，这个数字可增长至 85%以上。”
该公司亚洲区首席财务官吴晓岚介绍
说，沙伯特的企业定位是做环保包装行
业的领跑者，不断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
主动探索环保新道路。据介绍，沙伯特
（中山）有限公司刚入选美团“青山计划”

餐饮外卖绿色包装名录，入驻美团的注
重绿色环保理念的商户，将优先选择名
录内的外卖包装供应商。沙伯特在该名
录排名第二。

在产品陈列室，记者看到一款名为小
份餐盒的产品。产品外观像一粒米的形
状，体量小、造型别致，生产用料为甘蔗
渣。“这款产品的绿色元素除了用料外，消
费者使用完，还能利用其别致的造型设
计，把餐盒当花盆，利用完还能自然降
解。”吴晓岚表示，企业践行环保理念主要
体现在推行材料的革新上，在美国专门建
立一个工厂进行回收处理，形成回收利用
的上下游产业链。

“企业的技改投入，带动了全行业向
环保餐具积极转变，积极推动行业技术进
步，成为目前行业内的标杆企业。2023年，
沙伯特的年产值超4亿元。”吴晓岚列举了
一系列数字，说明沙伯特对于技术创新研
发的重视。据统计，沙伯特研发费用占了
企业营运费用大概5%，研发人员是企业人
员的 15%。2020年至 2023年，沙伯特投入
技改资金达 9900万元左右。此外，沙伯特
成为 2024年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
资金（企业技术改造）入库项目，获得 850
万技改资金补助。

小小餐具带来年产值超4亿元
沙伯特（中山）有限公司通过技改、环保探索奠定行业领先地位

一把纸板材质的快餐汤匙，拥有陶瓷般的质感，可以长时间抵御水、油

的侵蚀；一套纸板西式刀叉，不仅拥有金属的手感，还可以轻松切割肉类

……4月25日，记者在位于三乡的沙伯特（中山）有限公司产品陈列室，看

到了全球领先的环保纸板生产线生产出来的纸板餐具系列产品。

自“限塑令”“禁塑令”等政策出台，沙伯特（中山）有限公司顺应餐具包

装去塑料、可降解的行业发展趋势，累计投入技改资金9900万元，新建纸

质产品生产线，积极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成为目前行业内的标杆企业，带动

全行业向环保餐具积极转变。2023年，企业实现年产值超4亿元。

本报记者 何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