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书海“浔”宝———《上博“浔”宝录》亮相上海书展

打造“竹墩 ·乡     ”品牌引文化“春水”润浔城

走进开发区“万亩千亿”
新产业平台，总投资   亿元
的湖州智芯动力系统发展有
限公司吉利远程智芯三电系
统集成项目正在试投产运行
中。车间里，技术人员操作全
新的仪器设备，所有关键数据
在电子化看板上均实现了目
视化，工作人员可实时更新和
掌握订单状态、计划排产等。

公司总经理助理周英南
表示，落户南浔，正是对南浔
营商环境的信心。近年来，南
浔精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及关
键零部件等战略新兴产业，不
断完善开发区“万亩千亿”新
产业平台配套服务及长三角
泛半导体新材料产业园专业
能级，出台相关政策，增强了
企业发展的信心。

为推动更多企业“向强向
新”，今年以来，南浔聚焦新兴
产业的培育壮大和传统产业
的转型升级，以大规模设备更
新为抓手，以数字化转型和绿
色化升级为重点，鼓励企业开
展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提升
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上
半年，南浔区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增长      ，高于湖
州市市均    个百分点。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
有限公司将耗资    亿元开
辟新的生产线，购置了   台
进口高速喷气织机和直捻机、

  台国产倍捻机和复捻机等机器，
并配建辅助生产装置、公用工程装
置。“预计全部投产后，我们的生产效
率将提升     ，而且品质也提升
了。”公司董事长郭麾说。

据悉，南浔拟出台《南浔区工业
领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实施方
案》，明确聚焦“项目双进”‘    ’总
体部署，统筹部署四大行业改造升
级、培育八大新兴产业、加快工业全
域有机更新等多种“打法”，全力推进
工信领域设备更新，力争到     年
底，全区实现规上工业企业设备更新
全覆盖、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工业领
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年增长
   以上，新增未来工厂  家、数字
化车间（智能工厂）  家。

目前，湖州智芯动力系统发展有
限公司、浙江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尤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
司等  家公司入选工信部大规模设
备更新再贷款名单，南浔区经信局
联合金融机构多措并举，拿出“真金
白银”，打出政策“组合拳”，引导企
业加快技改更新，推动制造业技术改
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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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上午，长三角影创中
心 ·南浔古镇影视拍摄基地（一期）落
成启用仪式举行，为南浔区影视产业
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南浔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翟海峰出席，开发区、高
新区、各镇街、区级有关单位、签约单
位及相关影视公司负责人等参加。

南浔古镇影视拍摄基地（一期）
位于南浔镇浔东片区，总投资     
万元，建筑面积约     平方米，可满
足不同场景搭建需求。据悉，该基地
为原金洁链条厂改建项目，利用现有
仓库置景，打造现代化影视实景点
位，目前已配备有豪华住宅、办公室

等   余个场景供影视剧组拍摄。
近年来，南浔区布局影视产业新

赛道，聚焦打造长三角全域片场影视
基地目标，迭代升级影视拍摄场景基
地，依托各镇街特色，多点布局长三
角文创聚落等一系列摄影棚、实景棚
集群，梳理打造历史遗迹、生态景观
等  大板块     余个拍摄点位。

从院线电影《解密》到电视剧《我
叫赵甲第  》、从微短剧《橘子汽水》到
综艺《小小少年》，多类型影视题材在
南浔“落地开花”，截至目前，已有
   多部影视作品陆续在南浔开机
取景、定档播出。

“我们希望通过丰富场景业态，
持续提升南浔的城市吸‘影’力，用更
多影视作品展现好南浔形象、讲好南
浔故事，实现影视文旅双向赋能。”南
浔区影视产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在迭代产业体系、提升发展能
级上谋突破，朝着全链条服务、全域
影棚打造、全新赛道布局、全业态融
合的方向努力，激起影视产业发展
“链式反应”。

又一影视拍摄基地在南浔落成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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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双林镇的南浔浔
稻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稻虾轮
作”稻田内，养殖户老李正在
忙碌作业。表面看似波澜不惊
的稻田，水下实则生机勃勃，
数不清的小龙虾苗在稻苗下
生长。“以前最拿手的是种田，
现在又多了一门技术———养
小龙虾。”老李介绍，这片水田
今年夏天产出生态小龙虾
   吨，总产值    万元，亩
均增收达    元。

据悉，“稻虾轮作”是一
种绿色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即利用稻田的浅水环境，辅
之以人为工程和管理措施，
在种植水稻的同时养殖淡水
小龙虾，实现水稻和小龙虾
的互利共生。生态稻米和小
龙虾是近年来南浔区推出的
绿色特色农业“综合种养”品
牌之一，被作为现代农业主
导产业予以重点扶持。这不
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更带
动虾农增收致富，实现生态
和经济效益双赢。

何为绿色生态循环种
养？南浔区农业农村局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技专家赵颖给
出了答案：小龙虾在水底生存，稻
茬、杂草等成为幼虾的饵食，它们还
会捕食一些害虫及其虫卵，所以只
需少量饵食喂养，小龙虾便能健康
生长，这也减少了水稻的病虫害发
生。数据显示，采用“稻虾轮作”模式
后，南浔区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显
著下降。

好水养好虾、养好稻，是南浔
“稻虾轮作”的真实写照。“小龙虾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强、能在污水中生
存，但这并不意味着小龙虾天生就
喜欢臭水沟。”赵颖解释，得益于南
浔河流纵横、湖漾密布的城市布局，
为小龙虾种养提供了先天优越的环
境条件。

赵颖介绍，南浔清水小龙虾以
其个大、壳亮、体匀、钳小、鳃净、腹
白、膏黄、肉质 弹八大特点而广受
赞誉。同时，采用“稻虾轮作”模式种
植的大米，品质比普通大米好。截至
目前，南浔区稻虾生态种养标准示
范区建设面积近  万亩。下一步，南
浔区农业农村局将联合龙头企业、
合作社及时总结提炼“稻虾轮作”典
型案例，调动当地农民、企业、合作
社开展“稻虾轮作”的积极性，进一
步助力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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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和孚镇荻港村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改
变：先是疏浚河道、整修民居、拓宽村
路，完善各项公共基础设施；然后围绕
古村落文化和桑基鱼塘，发展特色旅
游业；接着发布全省首份农遗《司法保
护令》，为千年桑基鱼塘生态系统的长
效保护再添法治护甲。
“鱼米乡，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

桑”描述了鱼与桑的默契配合，桑基鱼
塘成为湖州市首个省级生物多样性体
验地，荻港村     年全年游客量突
破   万人次，南浔还获评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列入全省产业低碳转
型试点县（区）。

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浙江东通
光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把绿色落实到
了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我们成立能源
管理团队，通过开展用能设备能效检
测、完善着色固化炉功率自适应项目
等工作，年节约标准煤   吨。”东通
光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还投入

   余万元，引入水资源处理“放大
镜”，循环净化污水再利用。

近年来，南浔坚持走绿色发展之
路，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通过构建
“     ”产业体系，抱团集聚合力发
展，装备制造入选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电梯产业入选省产业集
群智造试点，家具及竹木制品行业入
选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试点，光电
产业入选省新兴产业集群。

今年，一大批“微改造、精提升”项

目的落地实施，正悄然改变南浔的生活
环境。年初，南浔开始实施中心城区“五
化五美”“微改造、精提升”行动，坚守
“不搞大拆大建”工作底线，重点谋划了
  个项目，实施七大门户、八大片区、
九大轴线和 个节点改造的“     ”
工程，以小切口、小投入释放有温度、有
颜值、有内涵的城市公共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南浔统筹推进城
市风貌提升、功能完善与治理优化，建
成“水晶晶”公园、南林公园等城市公

园  个，新增城市绿道    公里。完
善国土空间优化、美丽乡村建设、生态
环境修复等，成功打造   个美丽乡村
小镇、  条美丽乡村景观线，获评省
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区。

南浔古镇依水建街，傍水设市，粉
墙黛瓦，河埠石阶，波光粼粼，涟漪串
串。“水都能倒映出树，很清澈，不时有
小鱼成群穿梭在水草里。”古镇只壹咖
啡店里，游客们临窗而坐，边品尝咖啡，
边欣赏古镇的水韵灵动与碧波柔情。河
道底泥清淤、水源净化、水生态修复、培
育  万平方米水下森林……通过打造
“水韵湖城”之南浔古镇水生态环境提
升工程，南浔古镇核心区河道主要水质
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有效提
升了南浔古镇内部水系水质。

此外，南浔还积极探索全域幸福
河湖建设实施路径，进一步探索水乡
发展新模式，不断丰富治水的载体和
内涵，全力打造“江南平原幸福水乡”
的南浔样板。

追“绿”前行在南浔看见绿色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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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书法家原来是我们竹墩
人”“欢喜团又好看又好吃”…… 月
 日，  多个来自菱湖镇竹墩村的孩
子在参观沈尹默纪念馆、先贤家风馆
和竹溪茶舍时发出感叹。

一大早，孩子们穿上汉服，化上国
风妆，在市级文化特派员谈铮渭的带
领下，来到沈尹默纪念馆和竹墩村先
贤家风馆进行参观。参观中，孩子们了
解到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
沈尹默的祖籍在竹墩，聆听了他在北
京大学的故事，并近距离欣赏了他的
书法作品。孩子们还聆听了竹墩村
“忠、孝、仁、义、礼、智、信、廉、勇”的优
秀传统家风故事。

在竹溪茶舍，孩子们学习并制作
欢喜团、蚕丝扇，了解中国传统手工技

艺的特点。当一个个漂亮的欢喜团和
一把把精致的蚕丝扇从孩子们的手中
做出来时，他们开心不已。
“‘天下沈氏出吴兴，吴兴沈氏旺

竹墩。’竹墩村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
村，拥有厚实的文化底蕴。我们的研

学先从本村的娃娃抓
起，让村里的孩子了解
家乡的文化，并在接下
来的工作中进一步拓
展研学的广度和深度，
让大中小学生都能走
进竹墩，了解这里独特
的文化印记。”谈铮渭
介绍。

据悉，此次活动也
是谈铮渭在竹墩开展的

首场研学活动。接下来，她将充分发挥
湖州学院的高校优势，积极链接各方
资源，通过打造“竹墩 ·乡     ”品牌，
从文化“乡     ”、数字“乡     ”、贤
达“乡     ”三个层面，推动竹墩村的
全面振兴与发展。

在今年第   届上海书展的盛大
舞台上，一部新著《上博“浔”宝录》惊
艳亮相，吸引了众多历史与文化爱好
者的目光。该画册由南浔区委宣传部
与南浔区融媒体中心联合编纂，由上
海书画出版社于今年  月出版，生动
呈现了上海与南浔的深厚渊源。

《上博“浔”宝录》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主要收录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与南
浔有关的珍贵文物   件套，涉及青
铜器、书画、家具、古籍、陶器等各个门
类，这些文物不仅见证了南浔作为“文
化之邦”的辉煌历史，也深刻反映了南
浔与上海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下编收录上海博物馆历任馆长、
有关专家为馆藏涉浔文物专题展览所
写序言、研究专文等   篇文章，讲述
了上海博物馆老馆长徐森玉守护国

宝、闻名中外的庞氏“虚斋”藏品如何
入藏上海博物馆等传奇故事，充分展
示了南浔在我国文化、收藏领域的重
要地位和与上海深厚的文化情缘。

南浔自古以来便是丝绸业的重要
集散地。明朝时期，南浔辑里丝因其优
良品质名闻天下，而到了清朝中期，更

是通过上海
这一通商口
岸 走 向 世
界。    年
上 海 开 埠
后，南浔商
人敏锐地把
握 住 了 商
机，将辑里

湖丝大量运往上海，从而促进了两地
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交流。书中特别
提到了南宋朱克柔的缂丝作品《莲塘
乳鸭图》，这幅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不仅是缂丝艺术的巅峰之作，
也是南浔与上海文化交流的见证。该
作品由南浔庞氏家族后人捐赠给上海
博物馆，体现了南浔工商界群体对中
华文化的深厚情感与无私贡献。

上海书展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图书展会之一，自     年创办以来，
已逐步成长为我国年度重要图书新品
首发地、读者的阅读风向标。今年的上
海书展，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出版商与读者，更通过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活动，为读者提供了与作者、专家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展现了阅读的魅
力与文化的力量。
“该书亮相上海书展，不仅是对南

浔与上海历史渊源的一次回顾，更是
对未来两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美好展
望。”该书主编、总策划、南浔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陆剑介绍说，随着接轨上海
“一号战略”的深入实施，未来，南浔与
上海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经济、文
化等多领域的合作也将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