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重点
任务，也是未来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主题，更是产业转型升

级、增添发展活力的重要
机遇。近日，以“零碳引领

无限锡望”为主题的“2021

碳达峰碳中和无锡峰会”
举行。会上，多个碳达峰碳

中和项目签约落地。由无锡市
政府与中国能源研究会共建

的“全国零碳发展示范城市
（筹）”、与江南大学合作的“无

锡市低碳研究院”正式揭牌。
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

展的先行军，无锡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道路。今年 2月 22日，无锡
召开新春“第一会”———全市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动
员大会，就曾提出要实施碳

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
“无锡是长三角地区的

工业大市，正加速推进‘零
碳’城市建设。”无锡市委书

记黄钦在峰会上指出，无锡
将着力推动能源利用高效

化、产业发展绿色化、城市建
设节能化、生活消费低碳化。

具体包括做大做强光伏、风
电等新能源产业，探索氢能

等新能源利用途径，提升可

再生能源利用比例，持续降
低单位产出能源资源消耗和

碳排放，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对于接下来无锡的“零碳”之路，
该如何更好发力，赢得“双碳”格局下

的发展新优势？在主旨演讲环节，无
锡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小刚作了题为

《碳达峰碳中和形势下的无锡城市发
展愿景》的演讲。他表示，目前无锡正

在研究制定二氧化碳排放达

峰行动方案，将重点结合辖
区内各板块禀赋条件，率先

探索、集中发力，重点打好零
碳科技产业园、零碳基金、碳

中和示范区、零碳谷“四张
牌”，加快打造碳达峰“无锡

样板”。

当天，江苏省内首个以
零碳为主题的科技产业

园———无锡零碳科技产业园
正式揭牌。该产业园位于无

锡市高新区，将围绕减碳、零
碳和负碳核心技术，鼓励先

进绿色技术试点应用，形成
行业应用示范地和绿色技术

策源地。计划在 2025 年底
前，引进零碳领域科技企业

1000 家以上，培育能源托
管、碳资产管理综合服务平

台 20个，新增零碳产业从业
人员超 1万人。

据无锡高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新吴区副区长朱晓红

介绍，无锡高新区以构建
“一核九园二社区”产城融合

发展格局为脉络，突出“零
碳”“低碳”主题设立零碳科

技产业园，以技术研发、成果
转化、行业示范为主线，打造

低碳产业核心区，软件园、微
纳园等 9个低碳产业园，国

际社区、新安社区等 2个低

碳社区，引领并带动无锡市
低碳产业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

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以
创新共建为抓手，今年无锡将聚焦零

碳技术与产业，以“碳”为抓手，全力
引领城市绿色转型，将“绿色”打造成

生产的“底色”，全方位打造新时代碳
中和先锋城市。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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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南浔探索打造“共同富裕”示范样本

种粮大户“轻松”种田
连日来，湖州市南浔区旧馆街道西片，

成片良田已添新绿，几台无人驾驶农机正来

回穿梭，与现代农业生产相适应的高标准农
田映入眼帘。去年，旧馆街道在进行土地全

域整治过程中将碎片化土地集中连片，引进
星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这里打造成高品

质数字粮油示范基地。这个占地 6000余亩

的“农业创新综合体”，由星光农业出资完善
道路、排灌渠道、电力、绿化等基本设施，同

时整合耕地、农机、人才等要素，再流转给种

粮大户，为他们提供“耕、种、管、收、储、碾、
销”一条龙服务，提升农业效益。

今年 48岁的田水芳是港胡村的种粮大
户，16年来一直承包农户零散的田地种粮。

去年，他在“农业创新综合体”承包了 1000

多亩地并种下晚稻。这几日，他偶尔会去田

地里看看油菜和小麦的生长情况，“今年春

耕是我最轻松的一次。”以前，这个季节要早
早到田地间忙碌。现在每到农忙时，各类大

型农机设备就会准时开到地里集中作业。田

水芳算了一笔账，去年的晚稻，节省的一半

人力成本，亩均收益提高了一倍多。
电子屏幕上，显示着田地的“健康指

数”，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等参数实时
可见。“安装在田地间的传感器、病虫害监

测仪等可实时监控环境变化，连有机肥都
能根据土壤情况定制生产，让农户‘轻松’

种田又增收。”星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张杏初介绍。

如今，运用数字化技术大规模发展种
植养殖业，在南浔风头正劲。万亩粮食功能

区、百万头湖羊、万亩“跑道”鱼等特色农业
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驱车驶进练市镇“红美人”柑橘可持续

发展示范园区，一片片塑料大棚矗立两旁，

“白色海洋”巍巍壮观。练市镇西堡村党支部
书记俞伟正在其中一个大棚里跟农户一起

剪枝，而他也是村里带头致富的“领路人”。
过往的西堡村以蔬菜种植为主，但收

益不佳，直到“红美人”柑橘的到来，才改变

了这样的情况。2019年，南浔在深入实施集
体经济三年强村计划的基础上，探索市场

化运作强村公司新举措，让更多村集体的
“腰包”鼓起来。练市镇 23个行政村分别入

股的湖州练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此成
立，俞伟成为董事长。借助该区全域土地整

治契机，他带领公司流转西堡村及隔壁的

花林村共 4000余亩土地，发展以“红美人”

柑橘为主的现代农业模式，探索“小田变大

田”的土地利用新路径。据俞伟介绍，从
2020年 3 月开始，230 亩、近 1 万株的“红

美人”柑橘树苗已种植完毕，另外 300亩地
也将陆续种上树苗，“预计丰产后，果品总

产量约 500万斤，年总产值 1亿多元。”

古村治理串珠成链
从天空俯瞰，位于和孚镇荻港村的桑基

鱼塘就像是一颗颗珍珠。但在旅游开发之

前，荻港村基本以传统农业为主，村民收入
来源比较单一。荻港村党委副书记杨明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想要村民富起来，单靠传统
农业是不够的，一定要充分挖掘古村资源优

势，为‘共同富裕’提供内生动力。”

这些年，南浔对全域环境进行大整治，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对村庄进行景区化打

造……实现了蝶变的荻港古村，于 2015年
获评为国家 4A级景区。2017年，荻港桑基

鱼塘又成功跻身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行
列。“去年荻港村旅游带动消费 2亿元以上，

8家民宿纯利润在 30万元至 80万元。”杨
明说，目前，该村“苕溪渔隐美食街”正在加

紧建设中，相关鱼桑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开
发，农旅结合、以旅带农的产村融合发展格

局初现雏形，走出了一条乡村产业发展路。
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文旅火起

来。如今，在这片富饶的江南水乡上，“共同
富裕”的清风，正从田野吹来。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周培金

    杭嘉湖平原，沃野千里。位于其北部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水网密布，一派郁葱
景象。今年年初，浙江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使命，迎来先
行探索机遇。南浔，随即在浙江全省率先提出“高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
裕示范样本”的蓝图，并正式制定行动方案。“共同富裕”，乡村是关键。如何写好“共
富”文章？南浔，或成为观察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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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京杭运河大桥加紧建设扬州

来了这座城，就是“一嘉人”

嘉兴以城市之名向人才“表白”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嘉兴以一座城的名义，
向来嘉、留嘉、爱嘉的人才送上节日的告白：来了这
座城，就是“一嘉人”。近日，“嘉兴人才日”启幕活动

在嘉兴举行，并将每年的 5月 18日定为“嘉兴人才
日”，成为浙江首个举办“人才日”活动的城市。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和最大支撑。
2020年，嘉兴全市新引进大学生首次突破 10万

人、硕博人才超 5000人，新入选省级引才计划、省
海外工程师、省领军型团队数分别位列全省第 1、

第 1、第 2位。“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人才与城
市的互相成就、共同成长、深度融合。”嘉兴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盛杰非表示，近年来，嘉兴出台多

项举措服务人才，包括推进人才全周期服务“一

件事”改革，给予硕博人才全方位的政策支持；打

造青年人才驿站，推出“人才 e点通”服务云平台
等，提升服务人才创业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此次

推出“嘉兴人才码”是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将原
本分散在不同领域、通过不同方式申领的各类人

才补贴，全部集成在同一个线上端口，打通了部
门“壁垒”和数据“孤岛”。

活动当天，嘉兴人才通过扫“码”领取“人才

日”专属福利，实现“一码在手、服务全有、畅行全
市”。目前，该码共推出 4大类 72项人才服务，入

库人才超 4.8万名。下一步，嘉兴还将坚持“数智”
赋能，面向全社会推介“嘉兴人才码”等人才工作

最新数字化应用成果，擦亮嘉兴城市人才名片。

    连日来，作为扬州万福快速路的重要节点

性工程，京杭运河大桥正在加紧进行桥面混凝土
浇筑及护栏、伸缩缝施工，预计本月底完成桥面

浇筑，6月底正式通车。

京杭运河大桥是万福快速路主线上的一座

大型桥梁，全长 224米、宽 53.2米，设计时速 80

公里，为三跨连续钢桁架拱桥结构，横卧运河，

犹如双龙并行。 齐立广 摄影报道

■ 如今的荻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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