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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联动合作 企业自主研发 城市数字治理

科技创新点亮“太湖明珠”

万
象

长
兴
﹃
共
享
牧
场
﹄
助
力
产
业
智
慧
化

湖
羊
养
殖
有
了
新
路
﹃
数
﹄

嘉兴秀洲区探索长三角儿童文艺共建共享

“国字头”儿童戏剧舞台搭进小乡村

校地联动 培育百家高新企业
全球首款抗量子攻击商用密码芯、斩

获国际顶尖发明展金奖的耳鸣康复治疗

仪、国内首创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叶身防

渗保护工艺……走进位于滨湖区的清华大

学无锡应用技术研究院，各类科研成果让

人眼前一亮。

“我们研究院开展的不是基础研发，而

是偏向于成果转化、市场化的应用研发。”

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无锡与清

华大学牵手的第11年，研究院已在无锡培

育高新技术企业百余家，逐步形成了集成

电路、两机、双碳技术、物联网、先进制造和

生物医学六大技术研发重点领域，其中卓

胜微电子于2019年6月登陆创业板，成为

江苏省首家集成电路设计类的上市企业。

校地合作，逐渐形成了“基础研发在清

华、应用研发和成果转化在无锡院”的协同

发展模式，“我们对下一个十年充满期待，

希望清华的科研成果在无锡这片热土上结

出累累硕果。”

自主研发 填补产业链空白
位于惠山经开区的无锡恒和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发动机尾气后处理系

统研发、生产及销售的科技型环保公司，客

户覆盖上汽集团、江淮汽车等30多家国内知

名企业，更是荣获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董事长杨延相是中国内燃机专业首位

博士后，2015年他带着自己的科研技术和产

品来到无锡，开始了创业之路。“完备的上下

游产业链，是我们选择无锡的重要原因。”

随着“国五”“国六”等汽车排放标准相

继出台，杨延相带领团队展开持续技术攻

关，让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

线”。目前公司已获授权发明专利7项，实

用新型专利44项，主打产品——柴油机尾

气排放后处理系统打破了行业内对国际品

牌的依赖，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也让无

锡的汽车制造产业更有韧性。如今，恒和

环保已成为业内龙头企业，在商用车后处

理系统领域市场占有率居前三位，中轻型

商用车细分领域居第一。“随着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未来我们将全力投入到混动汽车

发动机后处理装置的研发和生产之中。”

最强大脑 城市治理数字化
在无锡市城运中心的指挥调度大厅

里，不断跳动的数据、实时刷新的画面在一

张巨大的弧形屏幕上逐一排开。作为无锡

的“城市大脑”，在这里，32万余路视频点位

信号实时接入，304路智能高空鹰眼不间断

传送画面，24小时都有工作人员在岗。全

域覆盖、全时感知、高效处置，城市治理在

这里实现“一网统管”。

“实时看得见只是城市治理的第一环，

更重要的是在突发事件来临时，第一时间联

动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处置。”无锡市城运中

心主任张亮介绍，目前中心已与公安、交通、

生态、水利等各部门实现线上线下密切联

动，建立起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从看见到

预见，这张巨大的‘网’让城市变得更聪明。”

数字化管理并非城市专属，在滨湖区

胡埭镇也有一个“最强大脑”——胡埭镇综

合管理服务指挥中心，常住人口、群租房、

经营用房、潜在风险等一目了然。指挥中

心管理站副站长包凯圆介绍，目前正推进

“数治胡埭”项目建设，根据村社区布局进

行精准的网格划分，通过社区专职网格员

与志愿者队伍，以网格为单位定期走访，

做到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数据信息实时、

准确。“复杂、繁琐的基层工作变得高效了

起来。” 本报记者 黄于悦

走进湖州长兴县吕山乡

的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很

难和传统印象中的“羊棚”联

系在一起。在这里，湖羊不

再是传统的人工圈养，更多

是依靠数字养羊。湖羊存出

栏量、温湿度、通风情况等均

实现了数字化管控，逐步形

成了集智能环控、视频监控、

精细喂养和繁育管理等于一

体的数字化养殖模式。

“以前在家里散养，一个

人最多管几十头羊。现在在

这里一个人管3个羊棚，一

个羊棚有90多个羊圈，一个

羊圈十来头羊，就能管将近

3000头羊。”2021年，吕山乡

在产业园建立了乡贤共富基

地和共富工坊，“羊倌儿”顾

根江就在这里工作。“从来没

想过自己也能管上这么多

羊，比以前省心，羊还比以前

养得好。”

数字化还被广泛运用在

农田管理、粮食生产中。近

年来，吕山乡以全省首批绿

色农田试点项目建设为契机，挖掘耕地资源

潜力，并对耕地实行规模化种植、数字化管

理、机械化生产等手段，通过数字赋能、科技

赋能、绿色赋能，提升了农产业的智慧化和

现代化程度。

2022年，吕山乡在湖州市首创“共享牧

场”共富工坊，用“村集体75%+低收入农户

25%”众筹入股分红模式，实现低收入农户

入社，农民变“股民”，除了就业分红，还能拿

到投资分红，在共享牧场里发起“羊”财奔共

富，帮助低收入农户增收。

截至2022年底，吕山湖羊年存栏数达

10万头，较2012年行业起步阶段增幅达

360%。现在，吕山乡已经形成从种羊培育、

肉羊养殖、湖羊深加工到桌上的湖羊美食、

农文旅的全产业链体系，上下游产值基本上

达到4.6亿元。

不仅如此，吕山还通过“东羊西送”助

力中西部扶贫增收，连续多年为新疆、内

蒙、甘肃等地送去优质湖羊种羊8万余头，

为中西部地区送去致富经。通过一只湖

羊，吕山联结起助农增收、共建共享的利

益机制，在当地和中西部地区，一起走出一

条惠民富民之路。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许旭 周洁

夜空下，小孩“化身”淘气的猫咪，诉

说自己的梦想；解放前夕的上海街头，在

敌人紧逼下，初中生“变身”革命战士，想

方设法传送秘密情报……7月20日晚，在

有“中国最美童画之乡”之称的浙江省嘉兴

市秀洲区新塍镇洛东村，第十二届中国儿

童戏剧节嘉兴分会场活动拉开了大幕，充

满童真却精彩的表演，让孩子们在童话里、

在经典中，编织起艺术的“梦”。

作为国内首个“国字头”儿童戏剧节，中

国儿童戏剧节将舞台延伸到了“嘉”门口的

小村子里，并将为更多的长三角儿童送上一

场文化盛宴。这个故事还要从2022年说起。

“一部好的儿童剧能影响孩子的一

生”，这句标语被写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显

眼的位置上。作为美育教育的一部分，儿

童戏剧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

也是丰富儿童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

育，能提升他们的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

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儿童艺术既是时代所需，更是民众所

盼，有着广大的发展空间。”秀洲区委副书

记、区长刘德威说。2022年，秀洲区携手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首次设立中国儿童戏

剧节嘉兴分会场，并成为“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嘉兴艺术实践基地”。

合作，不仅将“国家级”的儿童戏剧带

到了嘉兴，让当地的孩子们能在家门口感

受儿童戏剧的魅力，同时，借由合作，秀洲

在运营管理、队伍建设和品牌打造上积极

创新，推动越来越多的儿童戏剧在当地“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满月的晚上，在偏僻的空地上，6只

猫为了向月神许愿，一只只聚集起来……”

在当晚的开幕式上，由当地“秀娃戏剧社”

排演的儿童戏剧剧目《寻梦的猫》赢得了现

场阵阵掌声。“这也是‘秀娃戏剧社’成立以

来，第一次正式上台演出。今后，我们将编

创更多的本土剧目，由秀娃来演，秀娃来

赛，更好更生动地讲好秀洲精彩故事。”“秀

娃戏剧社”社长汤焕良说。

据悉，第十二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汇聚

了国内外24家儿童戏剧团体的41台展演

剧目，演出262场。嘉兴分会场活动将持

续至9月17日，其间，《西游记》第一部、《红

缨》《罐头小人》《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与大

圣的一天》《小蝌蚪找妈妈》《小飞侠彼得

潘》等7部国家院团优秀经典儿童戏剧剧

目将连续展演。

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儿童戏剧艺术节

嘉兴分会场的影响力，开幕式上，秀洲区与

上海青浦区、江苏苏州市吴江区、安徽宣城

市宣州区、浙江嘉兴市嘉善县签约联动，将

共同打造儿童戏剧长三角一体化项目，通

过戏剧共享计划、戏剧展演计划、文化联姻

计划在推进儿童戏剧文化共建共享，加强

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区域内各地区的

比较优势，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让更多

少年儿童参与其中，共享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听本地专精特新企业讲述攻坚克难故事，看知名高校为城市发展注
入“智慧”，访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感受“数字无锡”……日前，记者随“中国
式现代化无锡新图景 · 2023全国地方媒体总编辑看无锡”活动走进无
锡，解码“太湖明珠”迸发的科技创新力量。

千亩荷花竞绽放盐 城

眼下正值赏荷好

时节，位于盐城市建

湖县九龙口国家湿地

公园内的荷花漫景区

内，1000亩荷花正进

入盛花期，吸引不少

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拍

照。荷花漫景区共种

植和培育荷花800多

种，是华东地区种类

最全的水生花卉培

育、展示和销售基

地。每年从 5月开

始，各色水生花卉竞

相开放，一直持续至

10月。

单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