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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村咖”里的“青春经济”
浙江安吉创新业态吸引青年创业

沿着大运河看宋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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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党建”引领 警务协作无缝衔接

沪浙联动 跨域纠纷就地解

苏州举办“文化遗产保护日”学术研讨

“我也是第一次见

到可以卖‘空气’，虽然

钱不是很多，但看到了

农村共富还有许多出

路。”近日，在绍兴市上

虞区举行的绍兴市全

国土地日主题活动现

场，岭南乡东澄村党总

支书记王柏军拿到该

村首次存量碳汇兑现

的 1180.42元 现 金 支

票，对应存量碳汇是

15.37吨。据了解，上虞

区东澄村此次通过“卖

空气”完成生态价值的

交易变现，是绍兴市首

笔碳汇交易。

何谓“卖空气”？其

实就是在“碳中和”背景

下创新提出的林业碳汇

交易，通过委托碳排放

权交易所对碳普惠减排

量进行交易，是一项通

过市场机制实现森林生

态价值补偿的多方共赢

措施。

上虞区东澄村地处

国家4A级景区覆卮山景区内，海拔

861.3米，区域面积7.37平方千米，山林

面积2.1万亩，森林覆盖率71.4%，有“天

然氧吧”之称，先后荣获中国最美村镇等

6项国字号荣誉。据有关部门测算，东

澄村年固碳能力1800多吨。

“在‘双碳’目标下，碳汇这个生态产

品的价值实现值得关注。目前结合实际

情况，摸清了全区的生态系统类型，建立

15个森林样地，为生态系统存量碳汇的

核算打好了数据基础。”上虞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东澄村此次通过升级农业种植技

术、植树造林等举措，实现固碳减排，将

1800余吨的二氧化碳当量“存”进地里、

植被上，不排放出来。通过碳汇交易，种

田人可以变成“卖碳翁”，对碳减排量进

行竞价交易产生额外效益，让“青山”变

“金山”。

作为全省首批低碳试点区（县），上

虞区通过产业链集群等战略实施、森林

碳汇项目推进等措施，加快绿色低碳技

术创新应用和产业绿色化低碳化转型，

推动碳汇进入市场。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沈嘉玲

徜徉在金色花

海，是一种怎样的浪

漫？近日，位于宿迁

市三台山国家森林

公园内的向日葵迎

来盛花期，硕大的花

盘迎风摇曳，高低错

落间与绿色田园相

映成趣，游人恍若置

身梵高的油画梦境。

陈红 摄影报道

“咖啡+”引领消费新潮流
一家开在村子里的咖啡馆，一天能卖

多少杯咖啡？今年4月，安吉梅溪镇红庙

村的“深蓝计划”咖啡馆，创下了引人注目

的成绩——单日销售咖啡8818杯，不仅打

破了全国咖啡馆单日出杯量的最高纪录，

同时也打破了人们对县城消费潜力的传

统认知。

“深蓝计划”咖啡馆并非个例。安吉

山川乡“瀑布咖啡”刚开业不久，就创下工

作日游客量日均600人次、节假日游客量

日均1500人次，一个月营业额突破百万

元。作为“瀑布咖啡”的策划人，阮杰是一

位返乡创业青年，“瀑布咖啡”之名取自户

外体验的定位，依山傍水、半开放式的空

间为游客创造了更多活动的打开方式，可

溯溪野营、短途登山，还可边品尝咖啡，边

欣赏瀑布之景。

业态复合型的小杭坑露营村，“露

营+咖啡”“农场+咖啡”等复合模式，让不

同年龄层游客的需求得到满足；文化印

记型的“宅门咖啡”，坐落于吴昌硕故里，

清代古宅里的咖啡香，承载了丰富的地

域文化……目前，安吉县拥有300多家咖

啡馆，按人口密度计算甚至超过大都市，

一到节假日，驱车一两个小时到安吉喝

杯咖啡，已然成为周边城市时尚青年们

追逐的潮流。

“咖啡馆已经下沉到了山、田、湖、瀑、

林、矿间，城市人文地标与乡野的自然风

光得到完美融合，也迎合了许多大城市的

游客对自然生态体验和品质出游的多重

需求。”安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

长罗福娣说。

据统计，去年安吉“村咖”共接待游客

约550万人次，实现营收超1亿元，带动大

学生创业100余人。

青年伙伴驻村更“助”村
1998年出生的付寅，去年5月来到安

吉天荒坪镇余村，目前是“兜内咖啡”的店

长兼咖啡师。作为余村全球合伙人“文益

社”团队的成员之一，在村里生活的一年

中，他感受到了余村的开放和包容。“不少

年轻人来这里创业就业，很容易找到志同

道合的伙伴，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乡村

振兴，为乡村带来更多可能。”

不只卖咖啡，在当地，文益社推出“公

益美学助农计划”、策划大余村稻田艺术

节、为来村青年发起青年换宿计划……

“既然来村里了，就希望能真正融入村里，

为村里做点什么。”正如付寅所说，乡村给

了年轻人广阔的发展空间，年轻人也让村

子涌现出不少新业态、新场景，变得更时

尚、更年轻了。

咖啡热潮是青年人才投身安吉乡村

的一个缩影。从去年开始，安吉将“招引

十万青年大学生”定为第一战略目标，优

化人才生态，举全县之力打造青年人才向

往之地。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至今，安

吉县新增青年就业创业近5万人，常住人

口增加近10万人。眼下的安吉，乡村与城

市间的壁垒正不断打破，年轻人从“闯码

头”到“蹲乡村”。

在近日举行的“源起黄浦江，潮涌

向未来——安吉（上海）推介会”上，湖

州市委常委、安吉县委书记杨卫东发出

邀约，邀请广大仁人志士，共同推动安

吉全方位更高质量发展。“热情欢迎大

家选择安吉、投资安吉、扎根安吉，在这

片起航梦想、传承文化、激励创新的热

土上，共享发展机遇、共谋合作新篇、共

创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唐闻宜

中国大运河绵延3200公里，流淌

2500多年。今年恰逢大运河申遗成功十

周年，“大运河文化线路下的宋代历史文

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学术研讨活动日前

在苏州古城举办。

过去10年，苏州开展大运河遗产的

监测保护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发挥运河城

市区位优势，打造最美运河段，传承大运河

文化。苏州留存的宋代遗迹见证了宋代苏

州繁华富庶的景象，造就了苏州独有的韵

味。同时，苏州的许多宋代历史文化遗产

通过大运河为世人所知，宋塔、宋代的水

巷、宋代的技艺成为大运河文化中的有机

组成。

“大运河对于历史上的苏州和现实苏

州都具有特别的意义。”苏州市文物局副

局长陈瑞近介绍，大运河沟通南北，对中

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历史上为南北

交流、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提高公众保

护意识、鼓励公众参与文物保护，是文化

遗产“活起来”的关键。

活动结合大运河文化路线、宋代历史

文化遗产等主题，从不同专业视角，交流、

分享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研

究成果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助力苏州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本报记者 唐闻宜

“一桥两山塘”，站在山塘桥上，北跨

一步是上海金山区廊下镇，南跨一步是浙

江平湖市广陈镇。省际毗邻地区，跨域纠

纷时有发生，在“毗邻党建”引领下，两地公

安一体化警务合作不断深化，推动跨省矛

盾纠纷就地快速化解：截至目前，“沪浙毗

邻三所联动工作室”累计成功化解各类跨

省矛盾纠纷329起，化解成功率达99.7%，

跨省纠纷类“110”警情同比下降17.6%。

2023年1月，家住广陈镇的朱老伯驾

驶电动三轮车途经廊下镇山塘村时，因操

作不当与正在村道上正常行走的张阿婆

发生碰撞。经交警认定，朱老伯对事故负

全责。张阿婆治疗过程中产生医疗费

3500余元，朱老伯却因对上海地区人身损

害赔偿政策不了解，担心遭遇“漫天要

价”，始终不愿参加案件调解。

鉴于案件当事人地跨沪浙两地，廊下

镇“沪浙毗邻三所联动工作室”与广陈镇调

委会进行信息互通，通过广陈调解员老胡的

劝导，逐步消除了朱老伯的顾虑。在民警及

调解员的努力下，当事双方签订人民调解

协议书，朱老伯当场履行了赔付义务。

跨域纠纷的顺利化解，得益于沪浙两

地公安在“毗邻党建”引领下，多年来探索

形成的协同合作机制。2017年，廊下镇山

塘村与广陈镇山塘村党组织携手，以党建

引领协同发展。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

发展，在“毗邻党建”引领下，金山公安分局

廊下派出所相继与浙江新仓、广陈、新埭等

派出所签订了《毗邻党建引领长三角区域

警务一体化浙沪基层派出所警务战略合作

协议》，明确了在党建共建、侦查破案、社

区警务及服务群众等方面的合作事项。

2023年，“三所联动”（派出所、司法

所、律师事务所）矛盾纠纷机制在上海全

市推广，在之前协同合作基础上，位于山

塘村的“沪浙毗邻三所联动工作室”应运

而生，一些困扰两地基层社会治理的跨省

矛盾纠纷得以就地化解。

“通过共建共享、联防联控，实现了警

务协作的无缝衔接，有效提升了跨区域矛

盾纠纷的化解能力。”金山公安分局廊下

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陈新雷介绍，在

沪浙毗邻“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基础上，廊下派出所依托“廊下-广陈边界

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统筹两地毗邻乡

镇、村社94名志愿者，对边界地区的矛盾

纠纷进行联合排查、联合调处。今年以来，

两地警方积极组织志愿力量协同处置涉及

各类跨省事项260余起，处置时间从原来

的平均5天缩短至2天，效率提升60%。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沈浩

提到安吉，很多人会想到
最近频频出圈的“村咖”。在这
个人口不足60万的小县城，类
型多样的300多家咖啡馆遍布
绿水青山间，而这背后是创意
青年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