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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位准备，action！ ”日前，在
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布谷里历史文
化街区，剧组“打板”声不绝于耳，也
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去年，热播网剧《我叫赵甲第》
引发热议， 仅短视频播放量就已累
积超过 70 亿。 依托新兴的影视基
地， 练市镇影视专班瞄准该片的续
作，排摸剧组真实需求，“对症下药”
推介当地优势资源。经过大半年的准
备，该片成功在练市布谷里开机。“为
了满足商战实景的需要，剧组进行了
大量的考察走访，练市镇良好的工商
业氛围和完备的影视基础恰好满足
拍摄需求。 ”制片人聂大森说。

以影视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
南浔打造了千余个拍摄点位，涵盖了
历史遗迹、生物景观、建筑与设施等
六大板块，将点位上传至云勘景小程

序，提升剧组堪景效率。此外，出台《南
浔区扶持影视产业发展十六条政策
意见》，全面招引、扶持影视产业发展。

趁着这股东风， 练市镇积极筹
备“文旅 + 影视”的农文旅融合发展

创新格局，依托现有的文旅资源，同
步对接线上和线下优质资源， 吸引
更多影视公司入驻。 同时，整合外地
与本土的服化道公司， 建立自有群
演团队，打造群演资源库，形成成熟

的影视产业链。
早年，布谷里只是当地老百姓口中

的“谷仓和茧站”，虽历史悠久却荒废已
久。 利用“影视热”来撬动“文旅热”，经
过长达半年多的精细化改造， 星空餐
厅、小城书店、艺术粮仓等各类影视剧
场一应俱全，可同时满足剧组拍摄+游
客打卡，实现“文旅+影视”的双重奏。

“影视产业能带动旅游， 聚人
气，吸引人到这边观光旅游，能让当
地许多地方成为打卡点， 包括能带

动当地的吃住行等文旅经济。 ”练市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阶段将新建
一个综合性影视基地， 改建两个中

大型实景影视基地， 优化一个年代
戏影视基地， 以此来打造长三角影
创中心，在发展影视产业的同时，不
断提升练市影视旅游热度， 吸引更
多剧组和游客到来。

“这边游客的手机掉落

河道，请求协助！ ”近日，湖
州市南浔古镇片区社会治

理联动工作站网格员季岗
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一情
况， 通过执法记录仪反映，
南浔古镇消防专职队队员，
马上就到达现场，成功打捞

起游客王先生的手机。
今年以来，南浔古镇景

区游客量显著增加，孩童走
失、物品丢失等情况也随之
增多。这些“意外状况”被南
浔古镇片区社会治理联动
工作站值班人员及时发现
并响应，平均不到 10 分钟

便将问题化解。
“工作站成立前， 我们

社区每天都要安排网格员
花费 4 小时左右在古镇景
区进行各项检查。 ”百间楼

社区相关负责人说，“现在
我们发现问题后只需上报

给工作站，由他们进行综合
管理、 综合执法、 综合处
置。 ”

这是南浔区深化基层
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南浔区围绕“基层看得见管不
着、部门管得着看不见”问题，按
照系统观念、 法治思维、 强基导

向、 整体智治的原则， 深入推进
“区镇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在全
区 10 个镇（街道）建成 39 个片
区社会治理联动工作站， 将若干
个村社划成 1 个片区，以“矛调

微中心”、“公安 + 执法”联勤站、
全科网格管理站“三站合一”，统
筹条线、网格和社会三方力量，打
造“一站统管”的基层治理事务新
模式。

菱湖镇以菱而名，以渔而盛。
立足当地渔业纠纷较多的现实情
况， 当地成立了渔业生态社会治

理联动工作站，设立“渔家人”渔
业纠纷调解工作室，组建“渔都卫

士”专业护卫队，维护渔业人员的
权益。

前段时间， 菱湖镇思溪村一

养殖场里，一电线杆倒在鱼塘中，
导致鱼儿大面积死亡。 渔业纠纷

调解工作室相关负责人了解后，
立即联系电力部门对倒塌的电线
杆进行专业处置， 联系技术服务

队根据死鱼的数量、 规格等对鱼

塘的损失进行评估。 调解协议于
当日达成， 为养殖户冯某挽回经
济损失 24万元。

目前， 南浔全区 39 个片区
社会治理联动工作站共接待来访
群 众 5319 人 次 ， 检 查 场 所

24414 家次， 联合执法 702 次，
解决片区内群众反映事件 2156

起，调解纠纷 1702起。 南浔区社

会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工
作站的建立不仅形成了基层治理

闭环，还牵住了基层治理的“牛鼻

子”，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
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

8 月 30 日，“投资南浔 共赢未

来”湖州市南浔区投资环境推介暨

上海外商投资协会医药健康企业
座谈交流会在南浔召开，副区长赵
俊参加。

会议指出， 南浔与上海历史渊

源深厚，南浔商帮很早就走进上海，
发展、扩散，并成就了南浔富可敌国

的浔商传奇。 南浔地处长三角区域

的地理几何中心， 是湖州接轨上海

的桥头堡，地理位置优越。 近年来，
南浔瞄准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聚焦集群强链，坚持内育外引，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平台、南

浔古镇、 长三角亲子乐

园等载体， 正全力引育

未来新业态， 推动产业
振兴， 为南浔注入了无

限活力。 希望南浔和上
海市外商投资协会医药
健康企业进一步加强交

流合作，互惠共赢。
会上， 南浔区商务

局推介了南浔招商引资
政策及投资环境。 上海外商投资协

会医药健康企业代表介绍了生命健

康产业对民生福祉的重要性和园区
发展、产业集聚、协同创新对区域经
济增长的促进性， 并表示双方产业
有很多契合点， 能够互帮互促的范

围较广，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双方强
化优势互补， 持续巩固细分领域的
交流合作， 更好地在高质量发展中
实现互利共赢。

活动中， 双方就生物医药产业
承接的可行性、 园区发展及配套的
适宜性、 招商政策及服务的精准性

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投资南浔 共赢未来”湖州市南浔区投资环境推介
暨上海外商投资协会医药健康企业座谈会召开

水街与古镇辉映，人
文与自然和谐， 文化与旅
游融合……这几天， 在新
修缮完成的湖州南浔菱湖
古镇景区秀溪水街， 每当
傍晚时分， 村民便会相约

来到家门口的景区小憩。
说起家门口的这条水

街， 村民老李打开了话匣

子：“以前这条水街是‘老、
旧、乱’的代名词，基础设
施落后， 严重影响附近居

民的日常生活。 ”
这里历史上名人辈

出，群贤荟萃。 如何让古镇
美丽“蝶变”，是菱湖镇一直

思考的问题。“去年 12月，
我们启动了菱湖古镇活化
项目，秉承‘历史街巷格局
保护优先、文物保护与历史
建筑保护优先、集体记忆的
重点场所保护优先’ 原则，
与专家多次论证《菱湖古镇
规划保护方案》。”菱湖镇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秀溪水街
工程已经全面完善，项目依
照旧时菱湖民居的制式进
行重建， 启动两岸立面改

造、景观铺装及景观廊架桩

基工程，还原秀溪水街历史建筑风
貌，实现历史文脉肌理的延续与再

生。“我小时候常在这里玩，现在再

回来看看，还是记忆里的模样。 ”古
稀老人林奶奶在家人陪伴下，回到

儿时故里菱湖，对古镇保护竖起大
拇指，留住了回忆，留住了乡愁，凝
聚了血脉亲情。

近年来， 菱湖镇加大古镇保

护，通过“微改造”的“绣花”功夫，
开展文化基因解码工程， 老镇区
27 条弄堂旧貌换新颜，更是激发
了当地旅游产业。“在美丽风光和
红色历史的吸引下， 去年旅游带
动消费 1.5亿元以上。”菱湖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

初秋雨后， 乡间的空气格外清
甜。“咩、咩、咩……”阵阵羊叫声从
开发区（东迁街道）的湖州南浔世荣
湖羊养殖家庭农场的羊舍中传出。

通过羊舍中的自动化喂养控制
系统，一个人就能轻松投喂料 2000

多头羊。 为了追寻儿时一碗柴火羊
肉的家乡味， 谢莹荣放弃城市的工
作机会，返乡创业，在 2014 年创办

了世荣农场，当起了“羊倌”，同时创
建了世荣湖羊三产创客团队。 建厂

房、买湖羊、配草料，技术管理、疫病
防治、 牧草种植……他一头扎进农
村，白天在羊圈里干活、观察，晚上
通过书本和网课学习。

渐渐地， 谢莹荣从门外汉成为
一名湖羊养殖行家。 经过几年的精

心培育， 湖羊数量很快就达到了上
千只。在坞仁村文化礼堂内，谢莹荣
正在认真介绍和教授周边农户湖羊
的生活习性和养殖技术要点。 将秸
秆草料和精料科学搭配， 产出绿色
高品质羊肉；通过互联网 + 羊肉保

鲜技术，打破传统销售模式，引领周
边养农开辟销售新模式； 让孩子们
亲近自然，喂养小羊，发展乡村体验
旅游；屠宰加工，开发羊油护手霜，
扩展餐饮……谢莹荣和他的创客团
队将湖羊产业链不断延长。

湖羊养殖成就了谢莹荣的出彩
人生， 也成就了他的创业初心———

带领群众致富。 他不仅要管理好自

己的数千只羊， 还要到养殖户家中
查看湖羊状况。截至目前，他已带动

20 余名大学生返乡创业，为周边农
户提供 30 余个就业岗位， 人均年
增收 3万余元；对口支援帮扶新疆、
四川等地养殖牧场； 为 50 余户牧
民提供技术指导， 累计提供种羊万

余头……不久前， 省农创客发展联
合会公布了 2022 年度第三批浙江
省农创客示范基地目录， 湖州南浔
世荣湖羊养殖家庭农场入选。

近年来，开发区（东迁街道）采
取“村党组织 + 合作社 + 农户”管
理模式， 进一步增强党建引领带动
示范效应，加快构筑以湖羊养殖、休
闲娱乐等为主体的特色产业， 成立
湖羊共富工坊，助力产业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增加群众收入，走出乡
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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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视热”来撬动“文旅热”

返乡创业当“羊倌”，带领村民丰收致富

近日， 在湖州市南浔区开发区
（东迁街道） 洋南村党群服务中心，
洋南小微企业园入驻企业瑞尔机械
（湖州）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田新华找
到村书记钟会江， 一起讨论工厂车
间扩建事宜。 这座占地 62 亩的 3

层小微企业园，使用面积超 6 万平

方米，已吸纳 8 家企业入驻。 田新
华的企业所生产的轴承供应南浔多

家电梯企业， 自去年从浔北搬到洋
南小微产业园， 瑞尔机械的销售额
比往年增长了 20%到 30%。

洋南村的转折点，在 2009年。
此前的洋南村是典型的农业

村，以种粮为主，经济来源单一，当
地人都说这村子“环境不好，村子还

穷”。如今的洋南村，靠着全域土地整
治、老旧工业改造、小微企业园新建，
一跃成为先进村、示范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超 700万元。“新办公楼还将
投入使用，这让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将
近千万元。 ”钟会江笑着说道。

这背后的“致富经”，得从二十
年前“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千万

工程”说起。 2003到 2010年，洋南
村开展全域土地整治，17 个自然村
集体拆迁重组， 家家户户住进了
300多平方米的别墅。 2017年洋南
村规划建设小微企业园， 让村子发
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们对新入
驻的企业实行装修期免租金 3 个

月。 ”一开园，村书记钟会江就多了
个“园长”的身份。因为“服务好”，洋
南村的小微园吸引了来自周边杭
州、上海、江苏等地小微企业。“给村
集体经济带来增收， 还解决了村民

的就业问题，心里便逐渐敞亮起来，
觉得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钟会江
表示，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不仅是

让企业有了好的营商环境， 还能进
一步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企业的不
断发展， 又反哺洋南村，“小微园开
始以后我们就在这里上班了。 收入

也增加了，能够厂里、家里两不误。”
村民陆玉根说， 村里有 60 余人在
小微企业园里工作。

如今，走在洋南村，处处能看见
村民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 小微

企业园的建设不仅让村民腰包越来
越鼓，日子也越来越有盼头了。“盘
活农村闲置土地建设创业园， 壮大
村集体经济， 这是乡村振兴和共同
富裕的题中之义。 ”钟会江说，接下
来，洋南村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创
新乡村发展模式， 高质量走好乡村
振兴之路。

新江南 新村景（十）

村里建起“小微园”，托起增收致富“大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