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58 岁的董阿姨

因肾功能问题需要经常住

院治疗。 她是江西户籍，近

日在湖州南浔菱湖人民医

院完成了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以前出院了要把发票

寄回老家，找亲戚帮忙去医

保窗口报销，一来二去就得

折腾几个月。”董阿姨坦言，

这次从门诊挂号开始就直

接刷医保了，对于长期居住

在这里的她来说，解决了一

大“心病”。

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

的当下，持续推进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已经成为完

善医保制度、解决人民群众

突出关切的重要改革举措。

近年来，南浔区医保局全力

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

作，切实解决参保群众看病

就医来回跑、费用垫资的后

顾之忧，让参保群众跨省就

医更有“医靠”。 今年 5 月

底，南浔区 61 家定点医疗

机构全部开通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服务，开通率达 100%。 另外，新增 14

家医药机构开通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

结算服务。 同时不断升级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服务，优化异地就医经办流程，

开设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专窗， 助力参

保群众在异地看病就医更便捷。

截至目前， 南浔区城乡居民跨省

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 667 人次，涉

及医疗总费用 1995 万元， 医保基金

1184 万元， 直接结算率达 77.47%，

列湖州市内区县第一。 南浔区医保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落实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是全国一盘棋， 我们将进一步扩
大本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
和待遇类型，提高跨省直接结算率，让

各地参保人在南浔便利便捷地享受到
医疗保障。 ”

连日来，大型公安、缉毒、犯罪题

材电影《破毒行动》在湖州市南浔区菱

湖镇取景拍摄。“本片主要讲述了父子
两代缉毒警察为了铲除贩毒集团前赴
后继的故事， 传达珍爱生命、 远离毒
品、向上向善的积极正面的价值观。 ”

导演关东杰表示， 南浔很符合电影的

拍摄需求，服务也到位，可以踏实地在

这里完成拍摄工作。
据了解， 关东杰曾策划并指导过

多部优秀电影，如《罪之阀》《骨头镇奇
谭》《四妖棺奇案》等多部影视作品，曾
指导的电影《澳门第一个十月》入围第

11 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是一名极具才
思的导演。

著名导演来南浔拍摄， 在南浔早
已不是新鲜事。近年来，李荣浩、袁泉、

陆毅、张一山、杨紫、陈立农、汪苏泷等

影视明星都曾到南浔拍摄， 无论是拍
摄片场附近的热闹围观还是线上的交
流互动，大家都不禁会问：为什么近几

年在南浔时不时就能看见影视剧组？
答案显而易见。

近年来， 江南水乡南浔高度重视
影视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不断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 并成立南浔区影视产业

发展工作专班，下

设影视服务公司，

加快构建当地影视
产业完善的基础设

施、 人才团队和项
目储备， 实现高效
专业的运营机制，

促进南浔当地影视
产业快速集聚发

展， 带动提升南浔

城市能级。

“前不久， 曾经家喻户晓的 2013

快乐男声左立、宁桓宇、张阳阳、于湉、

饶威、居来提化身‘浔风赤子’齐聚南

浔录制音乐挑战真人秀。 ”南浔区影视
产业发展工作专班人员胡世明表示，

这得益于南浔天赋异禀的文化资源和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处处皆是影视

拍摄的天然片场。 去年以来，《苏念之

恋》《千里归浔》《山河无恙》等 40 部影
视剧先后在南浔开拍。

如今，火热的影视产业，迎来无数
人追梦。 来自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南浔

校区的小沈从小有当演员的梦想，“我

想凭自己的努力， 成为特约群众演
员。 ”小沈说，南浔有很多的锻炼机会。

“目前，我们在全区范围内打造了

千余个拍摄点位，涵盖了历史遗迹、生
物景观、建筑与设施、水域景观、旅游

购物、人文活动 6 大板块。 ”胡世明表

示，接下来，南浔将继续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为剧组提供拍摄场地、场景，并
在吃、住、行上给予优惠扶持，确保剧
组拍摄顺利进行， 进一步展现人文风
貌与生活氛围， 打响南浔城市文化品
牌。

“昆虫 119 科 277 属 326 种，高
等植物 155科 417属 658种，鸟类 44

科 84 属 129 种……”日前，湖州市南

浔区生态环境分局公布了南浔生物多
样性调查成果， 一组组数据展示了南

浔区丰厚的“生物家底”。

据悉，本次调查共记录到生物物种
1900 余种，发现水禾、水蕨、野大豆等
珍稀濒危及国家和省级保护高等植物
12 科 12 属 12 种，白琵鹭、凤头鹰、红
隼等国家Ⅱ级保护鸟类 9种，观测到的

鸿雁、白颈鸦和田鹀被列入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易危鸟类，以及

一批全区及全市的新记录物种。

“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是

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识别威胁因素、分

析保护成效的基础工作和根本途径。 在

此次调查中， 我们首次观测到了一种名
为半蹼鹬的鸟类， 创下了湖州市鸟类物
种的新纪录。 此外，还有 33种苔藓植物
为南浔区首次记录的高等植物。”南浔区

生态环境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首次系

统完成了传统知识调查编目，共鉴定、编
目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词条 43

个，形成了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库。

据悉，南浔区在 2022年 5 月首次

启动了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本
次调查历时 12 个月，委托生态环境部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组织开展了关于

生态系统、高等植物、陆生脊椎动物、

昆虫、 大型真菌、 淡水水生生物的调
查。 通过全面分析南浔区生物多样性

状况， 评估主要濒危物种及其受威胁
状况，加强生态红线区域保护，为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提供技术支撑。

保护生物多样性，摸清底数是第一

步。南浔区生态环境分局利用遥感技术、

经纬布局和种群分类等科学调查方式摸
清绿色“家底”，数据显示南浔区农田生
态系统面积占比 47.92%、湿地和城镇生
态系统占比分别为 24.84%、17.81%。 同

时构建起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完

善监测信息平台、实施多样性评估，加大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管力度。 有了丰
厚的“家底”，加之持续开展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让一批批“贵客”光临南浔区。

“不断丰富的物种，不断增多的国

家级、省级野生动物种类，是南浔区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的有力印证。 如
今我们正加快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融

入教育、旅游、乡村振兴等领域，并深
入挖掘区域生物多样性特色资源，打
造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激发社会参与

热情，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
会绿色发展协同并进。 ”南浔区生态环

境分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光影绽放水乡南浔，文化铸魂开启“全域影视基地”新航程

近日，在湖州桑基鱼塘食品有限

公司位于南浔区的新建厂房内，工人

在生产线上忙碌着，把桑陌系列产品
打包和装箱后， 由运输车送往上海、

杭州等周边城市。

“自从整合系统内桑、蚕、鱼等各
种农业元素，深度开发的鱼桑系列美
食产品，如桑叶糕、湖桑茶、桑果糕、

青鱼片等，深受大家喜爱，订单一直

源源不断。 ”该企业负责人说，为了配
合订单生产， 公司新建生产厂房 1.2

万平方米，配置鱼干类生产线、米面
糕点类生产线 2 条 ， 可以年加工

1000 吨级农产品， 实现年销售收入
近亿元。

这背后得益于南浔和孚荻港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创建。该示

范园于去年 9 月列入第四批省级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在

鱼桑农业产业基础上，示范园联动发

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鱼桑文化旅

游产业， 共建设桑基塘鱼养殖基地、

桑基鱼塘年加工 1000 吨级农产品加

工、果桑主题乐园等重大项目 15 个，

累计投资总额 8.9 亿元。

连日来， 在果桑主题乐园项目现
场，一台台挖掘机正在填土夯实路基，

接下来将进行鱼塘拓宽和桑树种植
等。“这个集露营、采摘、游船、喂养等
旅游项目于一体的综合性主题乐园，

推动亲子游、露营等旅游发展，带动传
承鱼桑文化， 预计将在 9 月底投入使

用。 ”南浔区和孚镇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 桑基鱼塘年加工 1000 吨
级农产品加工项目、荻港古村夜游项
目、 苕溪鱼隐美食街提升项目已建
成，果桑主题乐园、荻港景区整体提
升等项目正在逐步推进中，示范园的

休闲农业拓展区、 鱼桑文化体验区、

智慧农业示范区、生态农业种养区等
四大功能区雏形初显。

“我们要唤醒鱼桑‘基因’，真正
让游客留下来、让景区动起来、让村
民富起来。 ”该示范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农旅项目创新发展，使示范
园品牌进一步打响，将其打造成为集
淡水渔业、蚕桑养殖、加工交易、休闲

旅游为一体的具有区域知名度和市

场影响力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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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全国“科学家精

神教育基地” 名单日前正式发

布， 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章鸿

钊故居“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入选， 成为湖州市首家且唯一

入选的基地。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是

展示、 宣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各个历史时期中， 为科技进

步、民生改善、国家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的科学家个人和团队先
进事迹，具备教育功能的示范性

场所，主要依托科技馆、国家重

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工程纪念馆
（遗迹）、科研院所、科技类人物

纪念馆和故居等设施建设。

章鸿钊是中国地质事业创
始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人，著
名的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地

质科学史家。 他的一生著述甚
丰，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

古生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

查史和地质科普等领域发表了

大量学术著作，同时在数学、历

法、哲学、诗词歌赋等方面均有

研究与著述。

章鸿钊故居（三瑞堂）坐落

在南浔区和孚镇荻港古村的中

心， 由荻港章氏八世祖章瑚始

建于清乾隆年间， 是江南水乡

名门大宅的典型代表， 也是荻

港古村名宅 36 堂中保存得最
为完好的一座，2003 年被列为

湖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章鸿钊
故居自 2021 年起开展接待探
访活动，2022 年 5 月重新装修

并于 8 月装修完成， 同年 9 月

开展纪念中国地质协会成立
100 周年活动。 2023 年起，陆
续开展章鸿钊故居研学活动。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开展丰富多
彩的科学家精神宣教活动，逐步将“科

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打造成为党员干
部党性教育的实训地、 科技工作者国

情研修的教学点、 青少年爱国主义和
科学教育的第二课堂、 社会公众红色
旅游的新打卡地。”南浔区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6 月 2 日，以“东寻西寻·不如南

浔”为主题的 2023南浔人才资本对接

会在湖州南浔成功举办。 南浔区企业
代表、全国各地知名高校专家学者、投

资机构代表、 科创企业代表等百余嘉
宾齐聚一堂，共话南浔人才建设、共谋
优质项目的商机和未来。 南浔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许哲出席。

会议聚焦人才、产业和资本，进行
了深入交流与探讨。现场，来自全国各
地的人才和优质项目， 与南浔区政府
及投资机构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对话，

共同谋划现今与未来的合作与发展之

路。
除了创业项目路演及资本对接环

节外， 现场还布置了相关产业发展的

专家专题报告和行业研讨环节。 一系

列精彩讲座为参会者提供了深度解

析， 为南浔地区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升

级带来更多可能。

此次活动还有 4 个

创业项目进行了现场签

约， 让各方见证了南浔

区在创新发展与产业升

级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更多的优质项目有望在

南浔这一富有文化底蕴

的地区扎根生长， 为当

地经济的腾飞注入新的

动能。

“本次对接会建立了一个高校、企

业与政府高效对接的平台， 为高层次

人才和优质项目在我区的落地与合作

拓宽了道路。 ”南浔区人才产业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 南浔人才资本对接会
的成功举办， 从多个层面激发了对南

浔区经济转型与城市更新进程的信

心，也颇受市场关注。

大会上， 南浔人才产业集团旗下

自有基金品牌浔商创投签约了 4 支战
略新兴产业基金， 总规模超 50 亿元。

还吸引了深创投、中信建投资本、兴证
资本等三十余家国内头部投资机构及

产业资本齐聚南浔，聚焦重点产业，以

资本论道，链接资本与产业力量。

人才资本对接会召开

超 50亿元战略新兴产业基金落地南浔

2023年6月14日~20日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摸清底数

南浔“生物家底”已达 190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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