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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颖奇 通讯员 邝
坚）近日，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中
山市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
在“十四五”期间，将在全市范围内认定8
个左右集群，以促进我市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提升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专业化、特
色化、集群化发展水平。

《办法》所称市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以下简称集群），是指定位在镇域区划范
围内，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中小企业为
主体，主导产业聚集、优势特色突出、资源要
素汇聚、协作网络高效、治理服务完善，具有
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办法》明确了集群培育的方向和措
施。市镇两级工信部门将围绕提升集群

主导产业优势、激发集群创新活力、推进
集群数字化升级、加快集群绿色低碳转
型、深化集群开放合作、提升集群品牌效
应、提升集群治理和服务能力、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等八个方面，增强中小企业核
心竞争力、激发镇街经济活力、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关键环节配套能力。

《办法》指出，市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年开展1次，申报
工作由镇街工信部门负责。申报的集群
主导产业应为所在镇街的支柱或特色产
业，在细分领域内发展水平位居全市前
列，并具备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同时，《办
法》对集群的重点企业、占地面积、年均产
值、研发经费、发明专利和数字化绿色化
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1 月 10 日，记者从市发改局获悉，
2024年以来，中山市高质量推进大规模设
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
标准提升四大行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数
据显示，2024年1月—11月，全市工业技
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8.6%，增速位居珠
三角城市前列；推动621家工业企业开展
技术改造并完成备案，已超额完成省下达
全年预期目标。自开展“两新”工作以来，
全市以旧换新领域仅汽车、家电以旧换新
拉动消费超42亿元。

2024年4月7日，中山市成立了以市
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专班，先后印
发了《中山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等政策文件。《实施方案》坚持市场为
主、政府引导，结合“百千万工程”、制造业
当家和绿美中山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聚
焦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废弃物循
环利用、标准引领，深入实施九大领域大
规模设备更新行动，大力拉动企业投资。

工业领域设备更新方面，2024年1—
11月，全市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

18.6%，增速排名全省第6、珠三角第3，高
于全省平均增速（10.2%）8.4个百分点；推
动621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并完成备
案，已超额完成省下达全年预期目标。同
时，中山市还向省工信厅推荐96家企业的
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
款项目，42家企业项目成功入选，预计申
请贷款资金16.24亿元。

能源领域设备更新方面，实施配电网
改造升级，完成全市28个新时代电气化示
范村“一村一规划”；实施省级工业园区抄
表到户改造升级，4个省工业园区共77户
完成抄表到户改造，改造后预计每年降低
终端用户电费合计总成本约150万元；推
动电网装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已完成
0.94万只电表更换工作，低压台区宽带载
波通信覆盖率97.2%。

建筑领域设备更新方面，印发《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指导意见》，大力推进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共计投入补助资金1030
万元，补助加装电梯103台。2024年以
来，中山市258个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
储备库，新开工132个小区，完成77个小
区改造。更新高空作业设备7台、起重机

械9台、混凝土机械6套，累计投入资金
1588.21万元。

市政设施领域设备更新方面，购置环
卫机动车辆、非机动环卫车辆、保洁船舶、
压缩设备，拉动总投资约5276万元；完成
市政燃气管网更新改造7.41公里，投入资
金552.01万元，建成中山市城镇燃气安全
监测预警综合管理平台，实现全市城镇燃
气综合决策“一网统管”。

交通运输领域设备更新方面，报废国
三以下排放标准营运货车52台、更新国六
排放标准或新能源运营货车22台、购置新
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3台，合计补贴资
金295.5万元。完成25台新能源公交车动
力电池更换申领补贴工作，合计补贴资金
105万元；积极推进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
新，争取交通运输领域设备更新国债资金
约254万元，完成3艘老旧营运船舶拆解
报废，报废船舶载重吨共为3266吨。

农业农村领域设备更新方面，市财政
投入约25.2万元推动畜禽养殖场进一步
加大智能化升级改造力度；完成农机报废
拆解机械13台，补贴资金约15.5万元；中
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所更新设备4

台、中山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更新设
备2台，资金投入27.54万元。

教育教学设备更新方面，市直属学校
设施设备补短板共投入1916.79万元；全面
排查市教育体育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耗品以旧换新需求，全市高职和中职学校
梳理申报54个设备更新项目，2024年更新
设备3563台（套），投资额1686.79万元。

文化旅游设施更新提升方面，推动文
旅设备更新 79 台，资金投入 656.39 万
元。全市到2025年计划更新文旅领域设
备2470台（套），更新金额2788.34万元。
完成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修缮和改陈项目
改造工作，投入资金约3000万元。

医疗卫生领域方面，公立医院2024—
2027年计划更新设备1228台（套），已完成
设备采购305台（套），投入2690.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中山市以汽
车、家电为重点，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自开展“两新”工作以来，中山市以旧
换新领域汽车以旧换新量2.05万辆，拉动
消费32.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量29.9万
台，拉动消费金额10.59亿元。

本报记者高倩荷 通讯员刘泓志

随着2025年农历新年的临近，

不少人已经拿着精心准备的年货，

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而在黄圃镇，

这个有着近 140年腊味历史、年产

腊味超20万吨的地方，还有一群人

仍在起早贪黑地忙碌着，而他们的

劳动果实——黄圃腊味，将化作一

个个年货包裹派送至千家万户，为

家庭餐桌上增添一份年味。

本报记者 李鑫通讯员陶柳华 高丽琳

■兄弟俩半夜两点开工产腊味
当大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时，高伟

杰、高伟业两兄弟顶着点点星光，来到了
广中皇肉类制品厂厂房，换上工作服装，
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投身到紧张的腊味
生产中。近期，他们平均每天要完成1000
来公斤的腊味产品生产，并打包发货至全
国各地。

作为广中皇的“90后”继承人，两兄
弟从小便看着父亲高治行在春节前的忙

碌，并在耳濡目染中了解、掌握了腊味制
作的各道工序。大学毕业后，两兄弟不约
而同地回来接班，一方面想着为父亲减轻
工作负担，另一方面想传承好自家的腊味
风味。

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腊味行业一般
都是夜里开始工作，对从业人员的体力、
精力消耗较大，而春节前订单陡增，从业

人员要比平时的工作时长多两小时。
早上6点，一批“玉米肠”“二八肠”基

本制作完成。高伟杰用玉米叶将灌好的
肉肠捆扎成四节，他说：“这样制作好的腊
肠会留下玉米的淡淡清香。”高伟业则将
一包“二八肠”放入包装袋，并用机器抽去
包装袋内多余的空气，这种肥肉瘦肉占比
为2:8的腊肠深受消费者喜爱。

■“年前是最忙碌也是最开心的时候”
同一天上午10时许，43岁的邓超平

仔细比对出货单无误后，让一辆承载3750
公斤腊味的货车从中山市粤兴盛食品有
限公司的发货通道缓缓驶出。

2018年入行至今，邓超平在腊味生产
的各个岗位做过，如今负责产品发货、物
流跟进等工作。“年前是我最忙碌但是最
开心的时候。”脱下口罩后，邓超平笑着咧
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作为地地道道的黄圃本地人，邓超平
自小与腊味结缘，“我爷爷、舅舅也是做腊
味的，以前读书时，放下书包就要去厂里
帮忙。”出于工作的热爱，邓超平兢兢业业
地完成每一天工作，2023年，他还获评中
山市乡村工匠（广式腊味）生产应用中级
职称。

眼看着上午的订单成功发货后，邓超
平又来到二楼的包装房，换好工作服后投
入包装打包工作。只见一件件腊味产品
已制作完成，几百个黄灿灿的“凤凰盏”被
放置在烘干盘上，圆圆的造型十分可爱。
工作人员按照一定分量分装好腊味产品，
给包装袋抽真空，随后放入食品箱内，为
下午的订单发送做好准备。

《中山市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发布

全市将认定8个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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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最忙碌也最开心”
记者实地走访黄圃镇腊味企业，了解年货生产故事

父亲高治行给兄弟俩传授腊味制作经验。 本报记者 王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