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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林绫绢走进香港城市大学

布局全域旅游 风景这边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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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湖州市南浔区练市
影视工厂正式揭牌并投入使用。

据了解， 练市影视工厂占地面
积 1700 余平方米， 主要有行政办
公室、 豪华别墅、 酒吧等高标实景
棚。场景精心设计，既能满足剧组拍
摄时的灯光布置和设备安装需求，
也为影视作品提供了真实而富有质
感的场景支持。

作为南浔区全域片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练市镇充分发挥其独有的
历史资源禀赋和各产业影视资源
优势， 加速拉开影视产业框架，打

造“LIAN 上”影视品牌，联动全镇影
视联盟网格。 目前，第一批联盟基
地挂牌 34 家，包含工业类、乡村田
园类、文旅类、公共资源类等，可为
刑侦剧、现代剧、医院剧等提供丰
富、优惠的拍摄场景。 此外，南浔区
还配套影视人才公寓，建筑面积约
13000 余平方米， 可同时接纳 600

人。 公寓内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满
足了剧组即时拎包入住的需求，日
均入驻率达到 75%以上。

“选择这里作为拍摄地，正是看
中了这里完善的设施、 优越的场地
条件以及当地政府对影视产业的大
力支持。”当天同步举行开机仪式的
短剧《金陵十三钗之英雄本色》制片
人李亚表示， 他们对影片的拍摄和
制作充满信心， 相信影片能够为观

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近年来，南浔区通过建专班、搭

平台、优产业、重联动、提热度、促共
富等多措并举， 影视产业发展势头
成效显著。 从微短剧《橘子汽水》到
综艺《小小少年》、从电影《破毒行
动》到电视剧《我叫赵甲第 2》，多类
型影视题材在南浔全面开花。 截至
目前， 已有百余部影视作品陆续在
南浔开拍， 群众演员库人数已达
600 人。

接下来， 南浔区将以南浔全域
片场为基点， 以产业拓展、 品牌打
造、平台扩建为抓手，努力打造长
三角地区网络短剧核心摄制基地
和影视文化产品全产业链孵化基
地，拉动本地居民创业、就业，促进
共同富裕。

南浔又添一座“影视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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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2024“菱
角熟了的季节”文化活动
在湖州南浔和孚镇新荻村
举行， 村民们划着菱桶穿
梭于绿叶之间， 采收鲜嫩
的菱角，享受丰收的喜悦。

江南水乡人民欢庆丰
收的习俗内涵丰富。 活动
在热闹的采菱比赛里拉开
序幕， 数十名村民们沿着
各自的赛道前行， 既考验

“驾驶”菱桶的技术，也对
参赛村民的眼力有高要
求， 他们在菱叶下方寻找
菱角， 熟练地用手一掐甩
入菱通，动作既快又准。

菱角被称为“水中金
元宝”，营养丰富，是当季餐
桌上的独特美味。新荻村自
然条件优越，种植的菱角不
仅产量高， 而且个头匀称、
软糯香甜、口感上佳，深受
市场青睐，亩产值达到万元
以上。“很喜欢这样的文化
活动，我每年都报名参加采
菱比赛。 ”村民费月美凭借

142.5 斤的优异成绩夺得第一，赢
得围观村民的连连喝彩。

据了解， 本次文化活动聚焦
民俗风情， 除了跌宕起伏的采菱
比赛， 还安排了丰富多样的趣味
运动、乡村书画展、文艺表演等活
动， 让村民和游客在视觉和味觉
之间体会水乡的文化精髓。

近年来， 和孚镇通过全域环
境整治， 让当地乡村环境和水环
境得到大幅提升，在实现“河畅、
水清、岸绿、鱼游、景美”的生态目
标的同时，大力发展“水上经济”
特色产业，并通过“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产销模式，为农村经济

发展注入新动能， 走出了一条别
样的致富之路。

认识农具、合作犁地、栽种
幼苗、挖番薯……10 月 12 日，
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后坝营地
迎来了南浔区实验小学上合学

校、 湖师附小新城校区和水晶

晶新城学校的学生。 这里丰富
多彩的研学活动， 让 3 所学校

18 个班级近八百名孩子不仅感
受到了农耕文化的魅力， 更收
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营地内人头攒动， 气氛热

烈。“用力挖，用力挖。 ”“快拿袋

子来装。 ”“我这颗番薯好大。 ”
在后坝营地的菜园内， 学生们
正在通力合作挖番薯。 在他们
边上，做圆子、大型绘画 DIY 等
队伍也十分热闹， 学生们兴奋

地和小伙伴沟通着完成一件件
作品。

现如今， 后坝营地涵盖了
农俗文化类、劳动类、军事类、
拓展类、 非遗类五大类共几十
个研学项目， 这些项目充分考
虑了团队协作、传统文化传播、
思想品德、 身体素质提升等多
方面的内容， 方便前来研学的
各个学校选择组合。

“目前，我们还在不断地完
善老项目以及推出新项目，让
前来研学的学生们获得更加丰
富、 完整的体验。 随着不断改

进，前来研学的学生越来越多，
现在每天最多接待 2000 人，学
校最多能接待 4 所。 ”后坝营地

项目负责人王菲菲表示。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服务

好前来体验的学生， 提供优质
研学项目的同时做好配套的服

务工作，健全管理体系，多方面
联合，实现项目创新，打造新的
热潮。 ”王菲菲说。

农耕研学一片火热

“国庆前夕每天都有超过 20 个
团的千余名游客来到善琏，为善琏打
‘call’，”在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全域
旅游景点蒙公祠，文旅运营负责人栾

培林语气中透露着自豪，“到了善琏

哪儿都是风景，看哪儿都是美的。 ”绿
水青山的生态环境， 加上窑里古窑、
含山片区等历史古迹， 还有研学营
地、稻也露营等新建设施，湖笔小镇
镇区及 15 个各具特色的乡村共同组
成善琏全域旅游景区群。

立足深厚悠久的湖笔文化，善
琏镇以全域旅游景区建设为契机，
大力发展乡村文旅， 促进乡村全域
共富。今年七月，“研学共富”理念在
该镇被首次发布， 版图里包括六家
研学（村）基地、十余条研学精品线

路和近百门研学精品课程， 而蒙公
祠便是游客们踏足善琏的首站地。

“可以看到几千年前的湖笔文化，了
解书画文化的发展史， 特别有意

义。 ”来自杭州的陈女士说。
眼下， 文旅市场在善琏镇日益

升温， 而研学游作为善琏文旅的核
心板块， 也正成为文旅消费重要的
增长点。今年五月，善琏镇成功打造
湖笔研学营地，集“观光游 + 文化体
验游 + 亲子研学游 + 乡村休闲游”
于一体， 成为引领南浔区研学产业
发展的头部机构， 自今年五月开营
以来已接待学员 5000 余人，辐射整
个长三角区域。

此外， 善琏镇还与周边农户共
同建立学生研学体验课堂， 把课程

设置到田间地头，在 15 个村建立不
同的农家文化体验场所， 作为学生

的户外研学点。 同时还在当地培养
研学导师、配套服务管理人员等，为
本地村民提供了多个岗位。 一条文
旅路，为村民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也
为善琏镇带来了“蝶变”的内驱力。

今年以来， 善琏镇共开展研学

游活动 200 余场， 接待全国各地青

少年 3 万余人次， 带动文旅消费
2000 余万元，为推动镇域经济发展
提供了重要支持。

10 月 10 日，“非遗匠心: 双林

绫绢工艺新姿” 展览在香港城市大
学开幕， 湖州南浔双林绫绢企业和
双林绫绢非遗传承人参加展览。

走进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共展
出莫建强、郑依霏、沈钰婷三位双林

绫绢非遗传承人的作品， 集中展览

了绫绢风筝、仿古书画、绫绢文创产

品和传统绫绢织机。 这些作品制作
技艺精湛、地方特色浓郁，生动诠释
了“非遗传承”的魅力，展现了传统

工艺在当代焕发出的新的生机与活
力。现场，南浔双林镇还向香港城市
大学捐赠了一台传统绫绢织机。

据了解，自 2021 年以来，在田
家炳基金会的支持下， 香港城市大

学文化荟陆续举办各类非遗展览活
动。 今年在湖州新我电商创业园的
牵线搭桥下， 香港城市大学专门举
办以双林绫绢为主题的“丝韵传承：
双林绫绢风采”系列活动，邀请双林

绫绢企业和双林绫绢非遗传承人代

表到香港城市大学参展。
“这次展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

与香港高校进行文化交流的宝贵机
会，也让香港朋友能够近距离欣赏、
认识和了解双林绫绢。 ”双林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现如今，以国家级非遗

“双林绫绢织造技艺”为代表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已成为一张双林文化的
“金名片”。 从传统书画装裱到各类
古籍修复， 双林绫绢借力现代文化
创意， 还用于制作戏剧服装、 绫绢
包、风筝、团扇、丝巾等工艺美术品
和生活用品， 已经从书案走进大众
的视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化
传承和民族智慧的延续方面都有着
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香港城市大学

文化荟处长卓燕表示， 此次展览对
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是一次良好的
结合和互补， 同时也是一次对非遗

保护、传播形式的探索。

日前，在位于湖州市南
浔区菱湖镇的长三角泛半
导体新材料产业园内，厂房

建设、规划设计、项目招引

等多项工作齐头并进，千余
名工作人员正全力以赴抢

抓园区配套设施提升项目，
冲刺本月的项目竣工。

去年，湖州市开启“太
湖之芯”计划，计划打造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半导体及
光电产业创新集聚区。 9 月
16 日， 菱湖镇长三角泛半

导体新材料产业园揭牌成
立，重点聚焦半导体新材料
产业，规划建设“长三角（南
浔）泛半导体关键材料重点
实验基地”， 孵化科技创新
型企业，高质量打造百亿级

特色产业园。
泛半导体新材料在新

能源、光电子学、生物医疗
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是
未来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
发展方向。“新材料产业园
建成后，有助于推进工业转

型蝶变，更成为半导体产业
链条上强链补链的重要一
环。 ”菱湖镇党委副书记吴
燕介绍，目前产业园规划总
面积为 4000 余亩， 按照产
业布局调整和工业用地有
机更新的要求，涉及拆迁企

业 21 家，目前已达成 17 家
企业的关停腾退意向。

“筑巢引凤”助推“固巢
养凤”，“无中生有”催生出半

导体特色产业链。 得益于菱
湖镇加快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打造创新“苗圃”，
厚植科技成果孵化产业的沃土，园
区入驻项目接踵而至，短短一年，已
有 7 家产业关联企业入驻泛半导体
产业园。

在美信佳中维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纤维素醚项目车间， 占员工总数
一半的科技人员埋头攻关， 其余员
工正分头组装生产线。“今年 4 月，
生产线试生产急需电力保障， 园区
得知后， 第一时间帮助企业打通了
堵点，半个月就完成预期目标。 ”公
司负责人吴云飞说。

该企业也是园区今年首个试生

产的项目， 达产后将形成年产气相
法纤维素混合醚 22000 吨、 氯化钠

24000 吨的生产能力， 将成为国内
医药级纤维素醚产能最大、 品类最

全的生产企业， 达产后可实现年产
值超 10 亿元，税收近亿元。 吴云飞
坦言， 选择落户长三角泛半导体新
材料产业园，除了看中区位优势，更
吸引人的是其精准、高效的服务。

地处长三角等泛半导体产业发
达地区“1 小时通行圈”，并大力推

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无论是交通
便捷程度还是政府办事效率， 菱湖
都十分突出。配套产业链快速崛起，
园区周边 5 公里范围内， 工业邻里
中心、工业污水处理厂、准一级消防
综合救援站、 企业会客厅等配套设
施一应俱全，初步具备商超、酒店等
综合体功能， 共有 1100 余间员工
住宿房间， 工业污水日处理能力达
1.5 万吨， 同步实施园区新增变电
所建设规划。截至目前，长三角泛半

导体新材料产业园新签约产业链项

目 7 个，重点在谈项目 9 个，新阳、
优彩、 新广围等 6 家企业将于年内
试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