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旧拆违，砖瓦转砌风貌墙
———汾湖高新区港南村“变形记”

    本报讯（记者 姜燕）9?渐近尾声，空气里

已浮动着桂花的暗香，然而在苏州吴江黎里古
镇，一“朵”蕴含浓浓姑苏文化风情的“梨花”刚

刚开放。为了吸引更多目光，黎里镇为这场因疫
情而推迟的梨花文化节精心筹划了诸多可赏、

可玩、可品、可买的活动。在今起预热的活动“端
本园花赏”中，人们不仅能够欣赏到丰姿绰约的

芍药、美人蕉等花卉，还可品味典雅的苏式插花

和茶艺表演。
据黎里古镇保护开发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介

绍，除了赏花，人们还能在青瓦石砖路、小桥流
水间，感受新颖的沉浸式吴歌演出，尽享传统文

化的现代之美。活动邀请到中国本土歌谣的先
行者和创作者万晓利，民谣乐队“小娟与山谷里

的居民”，哼唱新调的年轻创作者祁紫檀、李亮
辰和刘东明，还有传承经典的戏曲家张军、评弹

艺术家高博文与音乐制作人彭程展示跨界合
作，上海女记者合唱团也将送去中外民谣名曲。

9? 28日、30日两?，他们将用民谣、山歌和戏
曲唱醒古镇的夜?。

此外，文化节将一举推出 12个开业（开馆）
项目，包括倪征燠纪念馆、六悦庄主题酒店、协

顺兴饭店民宿、美美集当代陶瓷艺术馆、南舍精
品酒店、天和里酒店、仁华咖啡、禊湖美术馆和

旅游公司自营店等。“协顺兴”是吴江本土传承

百年的老字号，由多栋清末民初建筑与江南庭

院改造而成，集住宿、中餐、宴会、品茗休闲于一
体。褚朱炯是从黎里走出去的青年画家，曾在中

国美术学院学习、任教，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参
展、获奖，多年后返乡创办禊湖美术馆。竹器行

店铺以竹为元素，保留原有建筑样貌的同时充
分体现了当地民俗文化，通过墙面、地面摆放的

竹篮、竹条配合灯光，采用艺术性的陈列方式表

达民俗文化的艺术高度。

主办方介绍，在文化节上人们可以欣赏、购
买和品尝吴江全区的特色产品，包括农产品、非

遗产品和当地传统美食等。夜市则更加热闹，集
中于 9? 29日-10? 1日；花赏则延续至 10

? 10日。

桂香飘处“梨花”盛开
黎里 2020梨花文化节暨首届吴歌节精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 吕倩雯）
长三角区域历来经济发达、
人文荟萃，有着中华五千年

历史中最具特色的江南水乡
古镇文化。昨天，“首届长三

角古镇一体化发展大会”在
浙江西塘古镇景区召开。大

会以“美美与共，振‘镇’有

声”为主题，围绕长三角古镇
生态绿色发展和古镇文化挖

掘等话题，邀请了长三角三
省一市文化和旅游厅局领

导、行业专家及重点古镇代
表分享探讨、共商发展。

“古镇联盟”

2019年 5?，在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大背景下，西塘古镇
牵头召开长三角一体化古镇

文旅创新论坛，为长三角古
镇协同打下基础。今年是全

面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关键之年，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联合上海市、江苏省、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主管部
门，再聚西塘，组织和召开了

首届长三角古镇一体化发展
大会，并在会上成立长三角

古镇一体化发展联盟，提出
将长三角古镇打造成“产品

丰富、优势互补、各具特色、
引领国内、享誉国际”的中国

江南水乡古镇生态文化旅游
圈，成为未来世界古镇文化

旅游的目的地。
会上，浙江西塘古镇、上

海枫泾古镇、江苏同里古镇、

安徽西递镇，代表长三角联盟古镇，共同签署“长
三角古镇一体化发展联盟西塘倡议”。联盟秘书处

设立在西塘，今后将每年举办一次古镇大会。

“和而不同”

今年 7?，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在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进行了“江南水乡古镇生态文化

旅游圈建设方案”的考察和调研。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建武在会上指出，文旅一

体化发展创新举措使长三角古镇发展更迅速，但
也出现了很多制约因素，如古镇资源雷同、产业融

合度不高、地方特色文化挖掘不够等。此外，古镇

在信息资源共享、文旅品牌共创、标准体系共建等
方面仍存在壁垒，仍需要共同努力、不断创新。

文化学者、著名主持人、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赵普表示，长三角古镇地缘相近、文脉相

通，但在当下必须做到“和而不同”，打造多元文化
的聚集地。全国勘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教授、北

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杰认为，想要提升整
个城市品质，除了讲故事，更需深度挖掘古镇历

史，以此带动整个环境的塑造。

“寻善之源”

大会举办地西塘古镇所在的浙江省嘉善县文
化底蕴深厚，地嘉人善、上善若水是嘉善历史文化

中最重要的特质之一，而文化资源正是嘉善参与
长三角文化旅游竞争合作的优势所在。

9? 27日，第四届中国嘉善·善文化节将正
式开幕。嘉善是“善文化”的重要传承地，近年来，

嘉善县以文化基因解码为基础，打造“善文化”品

牌，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实现了文旅产业的
提速增效发展。

嘉善把文化和旅游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点内容，以文旅区域合作

联盟、文旅合作载体基地、旅游交通组织一体化、
文旅营销联动等为抓手，全面推进嘉善文旅深度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推动嘉善文旅产业在长三角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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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巷还有高新产业园区
    “?们的项目是 2017年启动建设的，当时从 G50

高速下来，完全没有都市的感觉，跟别人介绍赵巷项目
位置只有靠奥特莱斯这个地标。 但这里离虹桥商务区
近，可以很好地承接大虹桥的辐射溢出效应及苏浙一带
的产业发展。”赵巷镇，给蔡喆玉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地理
位置好、发展潜力大，而一开始或许只是冲着这一点，漕
河泾开发区领导决定在赵巷设立高科技产业园区。

随着项目一期用地于 2016 年底取得，2017 年 3

?，漕河泾开发区总公司和青浦区赵巷镇政府正式合作
开发漕河泾赵巷科技绿洲。作为上海漕河泾开发区赵巷
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的蔡
喆玉，是实践者也是见证者。 然而，蔡喆玉没想到的是，

几年来，青浦的发展给了她意外的惊喜：市西软件信息
园、华为研发中心、进博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大张江园区覆盖……一系列利好，让她更加坚
信这片热土将创造无限的发展可能。

    由吴江大道北侧支路驶入汾湖高新

区港南村，眼前一亮，面前的村庄环境清
新宜人、碧水环绕，尤其村中央一座天然

形成的小岛，不仅绿树成荫、花香四溢，
更有塑胶跑道、健身器材和休闲长椅等

设施。这是港南村陈家浜自然村新近落
成的“乐龄公园”，近两年来，港南村康居

工程逐步推进，村民居住体验今非昔比。

大力整治 今非昔比
拾步过桥，沿着塑胶跑道散步，已经

成了陈家浜不少村民早?必做的“功

课”，每个星期还有 3?有专人领跳广场
舞，周日上午有专业团队指导村民们打

太极拳。
而在环境整治之前，村庄可不是这

般模样，河边违法建筑是陈年顽疾，散养

的鸡鸭令村庄总是弥漫着一股异味，小
岛也是废弃多年，蛛网环生。

经过大力整治，陈家浜村如今旧貌
换新颜，2019 年创建为三星级康居乡

村，港南村的居家养老中心也选址在此，
前不久更斥资 300余万元将小岛打造成

江南特色的“乐龄公园”。公园东部的村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也正在紧张施工，
很快将投入使用，中心面积约 700平方

米，功能齐全，包含日间照料中心、老年
活动室、学习阅览室、谈心室和卫生服务

室等。

杂乱消失 村民乐居
陈家浜村不是港南村的“唯一”，9

个自然村的康居建设各有特色，如角字

村的“海棠花红”先锋广场、枝黄浜村的
三字经道德广场等新农村新景观，为村

民提供了更加优美的人居环境，提高了
村民的乐居指数。

在枝黄浜村，老人朱根荣在修整好

的泊岸边闲坐，79岁的汪旗南在河边散
步，身体硬朗，大声说：“村里改造以后，

绿化好了，空气也好，住起来心里舒畅！”
港南村党总支副书记彭剑介绍，村里翻

沙厂、五金厂等产能相对落后和散乱污
企业基本清除，以前村里的公共场所堆

满农具、渔具、茅草和彩钢板，两辆电瓶
车会车，避让都困难，经常撞坏河边护

栏，现在乱堆乱放已完全清除，成为真正

以人居空间为主的村庄。

党员带头 群众议事
港南村在拆除彩钢板违法搭建的过

程中，村党总支发挥了强有力的带头作

用。港南村党总支书记屠坚强说，村党总
支成立了以老干部、老党员、党员志愿者

等为主的“港南先锋队”，配合村两委开
展各种中心工作。从疫情防控工作到人

居环境整治，从参与河长制巡河工作到

“三治”拆违等工作，“港南先锋”的参与
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加深了党员和

群众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港南村还充分发挥

了群众议事平台的作用。通过党员献计
献策、群众共同商议，村党总支决定采用

拆旧拆违的砖瓦来砌筑菜地围栏、泊岸
和风貌墙。枝黄浜、陈家浜、角字和沈家

浜等自然村已完成建造。经过加工和再
利用的风貌景观墙青砖黛瓦，成为港南

村别具特色的靓丽风景。

本报记者 姜燕

    时间回到上周五，一场以高

质量融入两大国家战略为主题
的招商推介会在青浦区赵巷镇

火热举行，现场来了 70多家企业
代表。

近年来，赵巷镇的发展和变化
有目共睹。以往以“奥特莱斯”为代

表的主题型消费商业形态是赵巷

最广为人知的一张名片，而在这场
招商会上，赵巷镇对外展示了其投

资兴业的新形象。
“我们迎来了市西软件信息

园、漕河泾赵巷科技绿洲等高新园
区，迎来了网易、海克斯康、洛克菲

勒、普利特、北斗、熙菱等重大项

目，打出了‘东有张江、西有赵巷，
软件信息、硬核科技’的品牌。未

来，赵巷将进一步服务好两大国家
战略，融入青东联动发展，努力创

造最宽松的投资环境，让所有企业
能够合作共赢、茁壮成长。”赵巷镇

党委书记王玲锦的一番话，揭开了

赵巷未来发展定位的面纱。在她的
描述中，区位优势明显、配套设施

完善、投资环境优越的赵巷镇，借
着产业转型升级之机，志在成为青

浦、上海、长三角高新产业布局的
战略高地。

    对于接下来的“发展路径”，赵巷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张炜更是指出了明确
的方向。他说，未来，赵巷镇的发展将突

出几个重点领域。
软件信息服务产业：围绕“东有张

江、西有赵巷，软件信息、硬核科技”的目
标，赵巷镇将做优做强软件信息主导产

业，打造为千亿级产业集群，并建设为长

三角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中坚力量。聚焦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边缘

计算、人脸识别和 5G为代表的智能化
技术开发与运用的重点领域。

商贸服务产业：赵巷镇将依托进博
会及其常年展，以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为

导向，引导企业优化和拓展业态结构、经
营模式、品牌层次，提升时尚品牌消费能

级和休闲购物体验，积极争取扩大离境

退税“即买即退”商店数量，继续保持“奥

特莱斯”在行业中的领跑地位。

现代文创产业：依托网易上海国际
文创科技园，引进龙头企业培育游戏、电

子竞技、虚拟现实、动漫等高增长性产业
集群，建设集内容、场景、孵化为一体的

高品质电竞生态资源聚集产业基地，探
索打造特色电子竞技小镇，形成涵盖线

上线下、竞技比赛、职业俱乐部、现场直

播、粉丝经济和周边产品的全产业链发
展模式，助力上海“世界电子竞技之都”

建设。

    推介会上，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熙菱数据技术有限公
司集团、上海瑞星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太平洛克品牌发展有限公司、科顺
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签约落户。

“我们项目地处市西软件信息园核

心区最北面，就在轨交 17号线嘉松中路
站南北两侧，地理位置非常好。”蔡喆玉

说，依托漕河泾开发区在产业集聚和科
创孵化上的经验和影响力，近年来，漕河

泾赵巷科技绿洲的建设和招商始终同步

推进，“我们作为产业发展的‘载体’，一

直边建设边招商边产税，目前已注册企

业 120多家，其中科技类项目约占 2/3。
去年税收贡献达 7600多万元，今年 1-8

?税收总额已超过去年全年，达 8500多
万元，到今年年底过亿应该没问题。”

    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源自企业

对园区服务的认可，但更为重要的
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对赵巷的未来

发展有信心。信心来自哪里？在上
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三

所规划总监乐芸看来，赵巷镇打出
“东有张江，西有赵巷”的发展口

号，是有其特有的发展优势的。

“赵巷紧邻虹桥商务区，与青

浦新城、嘉定新城、松江新城的交

通联系非常便捷，这是赵巷商业商
务、产业发展的区位优势。而市西

软件园落户、进博会和长三角示范
区两大国家战略相继落地青浦，又

给赵巷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
的政策环境。”不仅如此，乐芸认

为，早期“奥特莱斯”和传统产业的

发展为赵巷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
产业基础，网易、漕河泾、北斗等优

质项目的入驻，成为赵巷更高发展
定位的有力支撑，“同时，也要看

到，赵巷周边几个镇的实力，让赵
巷可以依托周边住房等公共资源，

形成产业的集聚。”

打造高新产业布局的战略高

地，是赵巷的目标，但又不仅限于赵
巷镇。“青浦区目前是举全区之力在

布局，轨交 17号线站点周边有很多
产业集聚的空间，包括华为项目的

落地，会吸引越来越多好的企业在
这里集聚。”因为看到这些，乐芸说，

赵巷未来的发展“很有希望”。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张江也

不是。对标张江，赵巷作为上海西
部连通长三角的重要“阵地”，以软

件信息服务产业为代表的高新产
业正在集聚。

“对于‘东有张江，西有赵巷’

这个口号，我其实很有感触，乍听

也打了个问号：这得有怎样的勇气

和底气？毕竟之前这里吸引软件信
息人才的条件相对较弱。不过，近

几年随着产业生态的形成、政策的

支持、优质配套资源的导入，相信
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这里。”

蔡喆玉说，“我们做产业园的一直

说‘十年磨一剑’，我们愿与青浦西

翼的华为、东翼的北斗导航基地、
市西软件信息园等众多优质项目

一起，助力青浦在长三角一体化征

程上飞得更高更远。很多事‘因为相
信，所以看见’，大家都看好这里。”

发展信心来自哪里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建设招商同步推进

三大领域明确路径

项目落地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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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江美丽乡村港南村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