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青平公路这段并不是直线，东

航路和康力大道对接后，相当于把青浦
和吴江直接连通了。”为了让记者更直

观地了解工程情况，在元荡湖旁的施工
现场，周明蹲下身，拿了个小石子在地

上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图上，沪青平
公路和在建的东航路项目工程，构成一

个三角形，青浦和吴江境内的两条断头

路———东航路和康力大道，相向延伸，
贯穿元荡湖最窄的湖湾，直接相连。

作为一体化示范区先行启动区内
第一个动工的互联互通类项目，这条路

在青浦和吴江之间划了条直线，打破两
地之间的自然地理分隔，将在长期隔湖

相望的青浦杨湾村和吴江莘塔镇之间，
搭起一座双向四车道的元荡桥。

“东航路项目分两个标段，1标主
要是东航路西延伸路面施工，2标段则

包括元荡桥和吴江境内的桥接坡工
程，确保和康力大道顺利对接。”周明，

上海青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东航路项
目负责人，自 2 月 21 日项目复工以

来，几乎每天都在现场，“前期主要是

做准备，包括防疫、场地平整、建筑材

料进场，等桥面打桩完成后，大概 4月
底 5月初，就会有大批工人进场。”

项目原定将于今年年底完工通
车，经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与青浦、吴

江两区会商，竣工时间提前至 9月 30

日。晚开工早竣工，怎么抢时间？“原来

是一台桩机一侧作业，现在是湖两岸一

起打桩，当中汇合，承台制模也加大了
人力投入，24小时不间断施工。”180米

长的元荡桥 35根桩，两天一根，两组人
同时作业，40天左右可以完工⋯⋯看着

拉着钢筋的卡车陆续进场，周明心里算
得清楚，“后面变化会越来越快，你们月

底再来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湖上已经搭
好辅助施工用的便桥。”

湖东岸的一举一动，汾湖高新区
建设局工作人员沈欢春全都看在眼

里。“打通这条路我们想了很多年了。”
沈欢春笑着说，前两天眼看着对岸工地

上第一台桩机入场，元荡桥终于要架起
来了，“我们

一方

面尽量配合做好工程施工，保证防洪评

价、水土保持等手续、程序顺利进行，同
时康力大道东延伸也在按节点推进。”

东航路项目在吴江境内的施工，离
不开当地的全力配合。如今因为工期的

压缩，两岸项目组的沟通交流更为频繁，
从设计样式到施工进展，都在实施对接。

“天气好的时候，吼一声对岸就能听见。

你看对岸正在作业的挖机，就是我们跟
康力大道项目组‘借’的。”周明说，同一

个项目，两个跨省的项目组“处得不错”，
“因为一个项目，认识一批人，大家一起

为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推进努力，想想还
挺有意义的。我们一定可以在 9月 30

日同时‘撞线’。”
这个项目在沈欢春口中还有另一

个名字———X352沪莘线，接通康力大
道后，将直通有苏州新南环之称的吴

江大道，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按照规
划，东航路向东将连通岑卜路、沈砖公

路；再远期，它将和朱枫公路相接，直
达朱家角，而这里，连起的便是上海四

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络。
路通才能事通。东航路对接康力大

道，青浦、吴江两条断头路互联互通，开
启的仅是两地之间一体化发展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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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湖荡边的安静相比，几公里外污

泥固化厂里机器运作的声音不绝于耳。
虽然比预期的开工日期晚了半个月左

右，所幸如今嘉善县河湖水系综合提升
工程已经全面复工，而这也是一体化示

范区首批 33个亮点项目之一。其中，北
部湖荡整治项目总投资 10.38 亿元，7

个标段涉及辖区内 17个湖荡 20条河

道的整治和连通。
清淤疏浚是首要任务，既能提高湖

荡防洪排涝能力，又能清理水底淤泥中

的污染物，改善区域水环境。污泥固化

厂是项目三标段所在地，工厂不远处泥
鱼荡中绞吸式挖泥船正在作业。通过铺

排的管道，湖荡里的污泥被运送至工厂
旁的沉淀池沉淀后，高浓度泥浆被打入

均化池，经由固化机搅拌和压滤机挤
压，分离出清水和泥饼。清水回流湖荡，

泥饼则外运至周边建设用地。

“所谓固化，相当于洗衣机的脱水，
含水量 96%以上的高浓度泥浆经过固

化，变成含水量 55%以下的泥饼，运往

周边的建筑用地。对淤泥最大限度做到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同时也能
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嘉善县水利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通这样解释。
“你看这些挤压出来的水，经过两

次过滤，已经非常干净。”据工厂负责人
介绍，目前厂内 4台压滤机 24小时运

作，每天可以处理淤泥 3000至 4000立

方，“泥鱼荡大概 20多万立方的淤泥，8
月底能完成所有的清淤疏浚。”

已经完成清淤疏浚工作的沉香荡
距离泥鱼荡不过几公里，作为项目四标

段，湖岸边的仿木桩护岸工程正紧锣密
鼓地施工作业，停靠在湖荡支流上的水

上挖掘机正在对护岸的土方进行回填。

清淤疏浚、湖荡堤防、生态防护林、
景观步道⋯⋯按计划，将于 2022年 6

月竣工的北部湖荡整治工程，将建设湖
荡堤防（护岸）49.89公里，疏浚淤泥 660

万立方，建设绿化面积 47.92万平方米，
生态防护林 11.99 万平方米，绿道

19.671公里，景观节点 18处。数字看着

或许有些抽象，在项目效果图上，经过
整治后的湖荡湖清水绿，亲水平台蜿蜒

整洁，环湖步道草长花茂，景色宜人。
生态绿色是一体化示范区的底色，

站在湖荡边的春风里，你可以感受到，
这一底色愈发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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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边岸堤宛如一条蜿蜒的缎

带，将湛蓝湖水与金色花田隔开。
从空中俯瞰青浦区金泽镇蔡浜

村，一边是盛开的油菜花，另一边
是烟波浩渺的淀山湖，大块色彩

鲜艳铺陈，春日清新扑面而来。
一沐春风万顷黄，油菜花开

满地金。不远处的村居粉墙黛瓦，

同花海相映成趣。这片以优美生
态著称的“最江南”之地，正在和

煦春风中恢复生机。
“蔡浜村位于淀山湖畔景观

带上，我们把油菜花特意种在靠
近湖水的黄金位置，就好像展开

的两个翅膀，一边是村庄，一边是
花海。”蔡浜村党支部书记诸鸣娟

告诉记者，村里观赏性油菜花的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2015年有 35

亩，2017年有 75亩，今年第一次
扩大到 150亩。除去林地、河岸、

菜园等土地外，油菜花几乎占了
村里的“半壁江山”。

随着天气渐暖，油菜花次第

开放，三月下旬将迎来盛放期。金
色花朵之外，西翼农业专业合作

社还尝试了白色、粉色等彩色品
种。它们不仅使乡村变得更美，也

有益于农作物的生长，待到四五
月花谢后，油菜花会被翻耕回土，

成为天然绿肥。

蔡浜村地理位置特殊，坐落
在淀山湖北侧的最东首，被湖水

三面环抱。因为风景宜人，有“水
中蓬莱”的美称。往年春天的观光

赏花旺季，苏浙沪的市民游客都
会过来赏花。

不过，目前想要进入蔡浜村，
还必须经过两道“关卡”———对外

一道，由邻近几个村庄轮流值守，
做好两省交界处的疫情防控工

作；对内一道，在进村主干道上还
有志愿者 24小时“把关”。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需要，蔡
浜村暂时谢绝外人进入。”诸鸣娟

说，这片花海虽然现在还藏在“深
闺”，但市民朋友可以“云欣赏”。

待到疫情结束，再请大家来村里
作客，“到那时，一定要来尝尝我

们的阿婆茶”。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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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青浦区

华新镇嵩山村与
中哲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正式签
约，一个集医疗

健康、大宗商品
交易等功能于一

体的生物美丽产

业园总部基地，
将在未来三到五

年内落户嵩山
村，为华新镇积

极推进上海商贸
服务型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战略注
入活力。

华新镇嵩山
村是上海市“美

丽乡村”示范村，
域内北青公路横

跨东西，距离虹
桥国际机场 10

公里，距轨交 17

号线蟠龙路站 6

公里，崧塘河蜿
蜒流淌，高水平

良田生机盎然，
自然环境优美整

洁。
中哲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作为
2019 年中国企

业 制 造 业 500

强，经营业务横

跨服装与品牌、新型大宗商品贸
易、资产管理、音频无线科技、资源

与新材料、医疗与大健康、新型精
品服务七大领域的现代化企业。

“我们未来计划在五年内投入
10亿到 15亿元的资金，把这个合作

项目打造成为中哲集团在上海的重

要的国际贸易平台、个人护理产品的
研发平台，包括引进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投产以后大概年税收可以达到
1.5亿元。”中哲集团董事长杨和荣表

示。
记者了解到，此次中哲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将在嵩山村建立中哲生
物美丽产业园总部基地，并将生物

技术、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前沿科技有机融入，打造一个围

绕生物与健康领域具有国内领先
性、创新性的高端研发与应用产业

基地。
园区产业项目包括医疗健康

板块和大宗商品交易板块。其中，
医疗健康板块包括医学护肤产品

与个人防护产品国际展示与贸易
平台、生物抗衰技术研发中心、基

因测序与诊断中心、跨境电商平
台、医学护肤品牌运营中心、中药

颗粒化智能设备研发中心、生产
配套基地及附属设施等，将联合

高校与科研机构成立研究院，集
聚相关产业高端人才。全部项目

拟在三至五年内分批建成。同时，

项目拟配备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加
速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嵩山
村党支部书记冯爱华表示，“嵩山

村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持续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也尝到了把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甜头，特
别是今天与中哲集团的签约，更进

一步推动了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真正实现农村美、农民富、产业

强。”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打通省界断头路 互联互通更便捷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产业。

如果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一体化
示范区的建设按下了“暂停键”，那么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再次按下

“播放键”以后，这些未来极具显示度
的亮点产业项目已然全面复苏，并加

速推进。

在青浦，华为研发中心建筑主体设

计方案已基本稳定，春节后，定标了国
内设计配合院，项目的水系、主体建筑

设计等工作均在有序展开，第一个建
筑组团将争取在今年 6 月底前开工；

计划总投资约 50 亿元上海精测半导
体创芯园，将集聚一批国产集成电路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共同推动集成

电路产业链集群发展，目前工地已正
式复工。

在吴江，尽管受疫情影响，复工时
间比原计划推迟了 20天，计划总投资

60亿元的英诺赛科氮化镓项目已于 2

月 26日复工，今年年底前将努力确保

实现项目试产，而这里将有望在 5年内
形成百亿级规模的第三代宽禁带半导

体材料器件产业基地。

在嘉善，总投资约 105亿元的利天

万世锂电池及系统总成项目，已于 3月
3日正式开工建设，预计将于 2021年

初先行建成 2Gwh产能并投产。更让人
为之振奋的是，同一天，嘉善集中开工

的重大项目共 12个，总投资 226.7亿
元，涵盖新能源、精密机械、机器人等

“智造”产业。

春风又绿江南岸，经过一个寒冬的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已闻春讯。

湖荡整治全复工 生态底色更浓郁

创新产业已复苏 推进建设更快速

苏州亚德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沈林根———

带着三百老员工一起跨省上班

■ 在金泽镇蔡浜村田头，百亩油菜花一望无垠，俯瞰之下，大地上像是

铺上了一张金色的地毯（航拍）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似乎
特别漫长。春风起，万物生，长
三角生态绿色发展一体化示范
区进入全面密集施工，首批 33
个亮点项目按照各自规划的时
间节点陆续启动。记者一天跑
遍青吴嘉，直击项目复工现场，
这个今年要形成集聚度和显示
度的区域，已然全面复苏。

示范区首批 33个亮点项目已按规划时间节点陆续复工

春风又绿 江南岸 建设按下“播放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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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河湖水系综合提升工程全面

复工，固化站内机器轰鸣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荨元荡桥工程青浦施工现场挖掘机已
开始忙碌 本报记者 徐 程 摄

青浦区金泽镇蔡浜村：

淀山湖畔花田盛开

    清晨 7时 30分，四辆班车载着数

百名本地员工，浩浩荡荡地从青浦金泽
镇出发了。班车的目的地是位于汾湖高

新区的苏州亚德林股份有限公司。每日
三次发车六趟来回，这些跨省班车宛如

无形的纽带，密切连接着相邻的两地。
亚德林总经理沈林根（见图，右）是

土生土长的金泽人，从小在雪米村出生

长大，亚德林是他一手经营起来的企业，
最早的厂房也在这个村里。2015年起，

亚德林从青浦搬到吴江，沈林根几乎每
天都要往返沪苏两地。创业近 30年，他

是沪苏社会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从一间破旧作坊起步
走进亚德林的吴江厂区，机器自动

化生产线上只有一到两位戴着口罩的工

人在

旁操作，
巨大的机

械臂来回运作，每过 110秒就能铸造一
台发动机缸体。这边忙着生产，那边同

步质检，隔壁的厂房里还在进行小规模
研发测试⋯⋯工人们火力全开，正在加

紧赶制订单。
看到这番景象，你很难想到亚德林

的前身竟是一个从事铝合金锭生产的村

办企业。1994年 2月，沈林根出资将村
企改制为民营私营企业。“最早工厂占地
就两三亩，就是在原来养猪的地方开的

小作坊，做低端加工。”看着厂房的旧照

片，沈林根回忆起刚开始创业的场景。
以前雪米村都是坑坑洼洼的石子

路，桥窄得很，客户进村难，货物要运出
去也难。“有时客户来实地考察，一看这

么一间破旧狭小的厂房，还来不及谈价
格就离开了。他们不相信这个小厂可以

生产出他们需要的合格产品。”交通大

学材料专业毕业的沈林根没有放弃，带
领团队钻研如何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

慢慢地打开了销售市场。从有色金属到
标准化合金，再到衍生产品，亚德林的

规模不断扩大。
如今，亚德林是生产供应有色金属

铸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对象主要为

国内外汽车企业。近年来，汽车轻量化

和新能源汽车成为全球铸造行业关注
的焦点，亚德林也不例外。“我们在汾湖

的厂区占地面积有约 250亩土地，厂房
基本依靠太阳能发电，压铸已基本实现

全自动化。”沈林根介绍，2018年公司
销售额达 7.2亿元人民币，预计在未来

三五年内将提升至 20亿元。

带着老员工一起搬迁
2015年起，亚德林因建设用地减

量化而整体搬迁至吴江，本来沈林根完

全可以遣散员工，到新地方另起炉灶。
但是，他与本乡本土的员工有着深厚的

感情，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后，他毅然决

定带着 300多名老员工一起跨省上班。

每天早晚往返金泽吴江两地的公司班
车，成为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雪米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没有
乡亲们的支持就没有亚德林的今天，我

对村里感情很深。”这些年，沈林根一直
牵挂着村里的发展。亚德林是雪米村第

一家企业，村里最早的水泥路就是金泽

镇和沈林根一起出资修建的。从 1994

年到 2010年，沈林根还连续 16年坚持

每年向村里 700多位 60岁以上老人发
放慰问金。2007年，他出资 55万元为

雪米村安装了 108盏路灯，全长 5000

米，解决了村民夜间行路难问题。2016

年，在厂区搬离金泽时，沈林根又给村

里捐了 300万元的专项基金。

尽管平时住在市区，但沈林根依然
会抽空到村里转转，看看老人，看看从小

一起长大的伙伴。几家工厂搬走后，雪米
村已然旧貌换新颜。“村里的变化太大

了，以前河浜里到处是水葫芦、垃圾，现
在是一派绿水青山，看着非常舒适。”

通勤证解决复工难题
青吴嘉本就地缘相亲、人文相近，

金泽与汾湖每天往返车程不过半小时

左右，对于亚德林的工人们来说，以前
并没有“跨省通勤”的明显感受。但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件事成了短时间
内的“限定”难题。2月中旬，亚德林获

得了复工批复，照往常一样从金泽接员

工到汾湖上班。谁知，在班车途经道口
时候，他们被要求隔离 14天。

一开始，沈林根只能先安排 170多
名员工住在厂区。好在此事很快得到了

解决。示范区通行证的开通互认，为长

三角企业复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亚德林

便是受益者之一。2月 21日，他收到了青
浦区金泽镇经发办工作人员送来的 176

张通勤证，有效解决了跨省通勤问题。
亚德林现有员工 1000多人，目前

已基本全面复工，产能恢复到 80%，预
期 3 月 15 日前能够完成 2 月份的订

单，到月底可以生产出安全库存。“就好

像血液循环，到那时企业的运营就会恢
复正常。”谈到疫情影响，沈林根淡淡一

笑，“我们的目标是活下来，大家一起度
过了这段艰难时间，必定会有更广阔的

天地等着我们。”
“长三角一体化为企业未来发展定

位明确了方向，尤其是成为示范区后，
我感到我们的起点不一样了，提升了一

个级别。”沈林根希望，两省一市在政
策、交通、人才往来等方面能加快互通，

实现突破，“这片土地注定将成为一片
更开放、更有潜力、更有活力的人才集

聚区。”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