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五周年，近日承载着重要功能
的地标建筑在青浦、吴江、嘉善建设提速，为后续布局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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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会客厅”加快“塑功能”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长三角第一辣街”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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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松阳探索山区乡村共治共富之路

“三乡人”激发乡村活力

汇集全国各地菜系经典辣味

实现“一天逛遍沪苏浙皖”
水乡客厅作为沪苏浙两省一市共同

打造的功能样板区，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核心中的核心，也是当前示范区开发建

设的重中之重。近日，示范区水乡客厅区

域的方厅水院建设现场，太浦河上塔吊林

立，上海馆与江苏馆已完成主体结构的施

工，三座人行桥梁将于7月下旬全部合龙。

方厅水院是沪苏浙两省一市交界处

的标志性跨域建筑，在四角分别设置了沪

苏浙皖四个主题展示空间，中间用三座步

行连廊连接，具有人文交流、文旅休闲与

国际会展等功能，建成后可以实现“一天

逛遍沪苏浙皖”。

如今，方厅水院的建设进入了提速

期。江苏馆和上海馆已经完成主体结构

和二结构的施工，陆续进入室内的机电设

备安装和外部幕墙、装饰立面的施工阶

段。规划设计的三座人行桥，目前北桥已

经完成了主体结构的合龙，东西桥进展过

半，7月中下旬将完成三座桥梁的整体结

构的合龙。

而在太浦河南岸，方厅水院的主场

馆、浙江馆和安徽馆三座主体建筑也在加

快施工。目前浙江馆桩基工程建设已经

完成，正在地下室结构施工，计划在8月初

实现地下结构出正负零，整体项目力争在

2025年5月全面竣工验收。

打造首个“双一流”校区
作为示范区重点项目，苏州大学未来

校区二期近日迎来重要建设节点，地下室

首块底板混凝土浇筑顺利完成，项目正式

进入地面的基础结构施工阶段。

苏大未来校区二期项目总建筑面积

约34.5万平方米。其中地上约29.7万平

方米，地下约4.8万平方米，包含创新

CUBE、学院组团、学生宿舍楼及钟楼、食

堂等。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所有主体结

构的整体封顶，地上的塔楼也会完成部分

楼栋的封顶，到明年下半年会完成所有主

体包括外墙的装饰作业。

苏州大学未来校区是苏州大学与吴

江区深化全面合作的重大项目，是示范区

内首个“双一流”高校校区。苏大未来校区

位于示范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核心板

块，紧邻京杭大运河和胜地生态公园。

二期项目规划了新工科、新材料、新

时尚等学科群，布局新工科组团、新材料

组团和创新中心组团等楼宇，所有组团都

与二期最中间的主体回廊建筑的连廊相

连接，投入使用后，可容纳学生4000人。

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
在嘉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嘉兴医院项目（一期）近日取得建筑施

工许可证，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项目位于一体化示范区重点区域——

嘉善祥符荡创新中心核心地块，一期建筑

面积12.6万平方米，设置床位500张，计划

于2027年建成投入使用。目前，桩基施工

全面展开，临时道路修建、场地平整、项目

部等建设同步施工。

医院按照“大专科、小综合”原则，建

设以心血管专科为特色，脑科、骨科、急诊

医学为重点的三级甲等医院，致力于打造

集医疗、教学、培训、科研、预防、康复于一

体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成后，浙大二院嘉兴医院将作为浙大

二院的院区，管理、医疗、人才等均由浙大

二院按院区模式实行同质化建设运营，为

患者提供与浙大二院总部同质化的优质诊

疗服务。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上海研发、南浔转

化。这两天，湖州南浔

善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吴小军一边跑工

地，争取数智化智慧消毒

项目在今年顺利投产；一

边对接南浔（松江）人才

科创中心，忙着企业新产

品研发。在他看来，科创

飞地是一座桥梁，既能

帮助企业获取上海的人

才和科研资源，又能在

南浔落地新的生产基

地，可谓一举两得。

近年来，南浔陆续

在上海松江、虹桥、青

浦、深圳等地布局人才

科创飞地，利用区位优

势，跨区域优化配置资

源、促进新兴产业集

聚。自飞地建成运营以

来，已吸引131个项目

入驻，其中包括88个高

层次人才领衔项目。飞

地累计招引科创项目来

浔产业化12个。

南浔科创飞地将上海、南浔两地科创

产业和人才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据介

绍，有别于传统飞地模式着重于“请进

来”，科创飞地变为“走出去”，由后发地

区主动到大城市建立飞地，引入更高端

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本和管理经验，实现

“飞入地”与“飞出地”的合作共赢。

通过建立南浔—上海飞地人才互认

机制，推动两地人才和项目在扶持政策、

政务审批、产业落地等方面互通互联，补

齐小城市在承接中心城市人才资源上的

短板，推动人才工作深度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同时，该区还创新运用“产业

基金+加速器”双重管理模式，将基金投

资与孵化加速有机结合，两者独立运营，

发挥各自优势，在项目招引数量和质量

上实现“双提升”。

“人才创新飞地实现了科研与生产

之间的异地协同。”南浔人才产业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将打造‘研发孵化

在外地、注册转化在南浔’的模式，将飞

地内优质、成熟的科创项目引入长三角高

层次人才科创基地及南浔国际人才产业园

投产。同时，为各类项目提供优质服务，

让企业放心选择南浔、安心扎根南浔。”

本报记者 唐闻宜

“以前，桃子丰收却愁销路，我经常运

到外地卖桃。自从‘新乡人’来了，他们借

助丰富的资源和网络，帮助我们销售农特

产品，现在我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地把桃子

卖光！”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松庄村村民

叶建忠感慨地说。

孙迎盈就是松庄村从上海请来的“新

乡人”之一。被朋友圈里一张夯土墙的照

片所吸引，从上海来到了松庄村后，她打

造高端民宿，鼓励“原乡人”村民参与涂鸦

艺术创作，为村里的桃子设计了独具特色

的形象IP和精美包装。“孙迎盈和她的团

队每年都帮村里销售一万多斤的桃子，而

那些由涂鸦作品转化而来的文创产品更

是远销全国各地，为村民们带来了可观的

分红收入。”叶根忠说。

松庄村探索汇聚“三乡人”——原乡

人、归乡人、新乡人的力量，探索共谋乡村发

展，让外来青年与乡村相互成就。如今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乡村建设，松庄村借此契

机“以商引商”，招引9位客商入驻成为“新

乡人”，还带动22名“归乡人”返乡。2023

年，松庄村集体总收入103.8万元，相较于

2017年分别增长了3.3倍和1.2倍。

松庄村的焕新发展并非个例，是松阳

县推进“三乡人”共治共富模式的生动缩

影。近年来，松阳县探索实施“三乡人”共

治共富机制，探索走出了一条山区乡村的

共治共富之路。

“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尝尝农产品，

看看美丽的风景。”在返乡创业青年麻功

佐的直播间内，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广

大网友的关注。借助直播风口，麻功佐将

直播流量转变为致富能量，他和团队一年

能卖5万余斤蜂蜜，带动松阳当地300余

人就业、创业。

随着“三乡人”增多，各自持有的理念

与观念存在差异，如何有效引导他们积极参

与并融入村庄治理之中，成为新挑战。在深

入调研后，松阳县构建“驻村干部+村委干

部+N名‘三乡人’代表”的基层民主协商机

制，共议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事项，为村庄

治理出金点子。此外，松阳还定制政策礼

包为“三乡人”发展护航，发布“青松向阳”

青年发展新政十条，吸引青年返乡就业创

业，让乡村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通讯员 叶梦雨 本报记者 吕倩雯

衢州的鲜辣鸭头、贵州的酸汤火

锅……“长三角第一辣街”荷四路美食城

日前开街。作为长三角地区首条以“辣”

为主题的美食街区，这条长700米、有130

多家土菜馆的街区，聚集了全国各地各个

菜系的经典辣味，刺激着食客们的味蕾。

衢州人爱吃辣，在长三角圈子里是出

了名的。尤其是衢州鸭头，在全国辣出了

衢州特有的风味，如今这座嗜辣的浙西小

城，开出了“长三角第一辣街”。

“辣”街开业，不少食客“闻风而来”大

快朵颐。“没想到会这么火爆，清水鱼、腊

猪脚、腊肉等热门菜点得最多，我们特地

准备了比平时多两倍的食材，还是供不应

求。”“大开化钱江源味道”饭店老板程卫

曹说。据统计，辣街开街三天内客流量就

达3.8万人次，仅美食城内13家新开餐饮

店铺营业额达78万元。

作为衢州主城区的柯城，将目光转向

了众多传统餐饮美食聚集的荷四路。这

条距离衢州火车站不过5分钟车程的路

段，地理位置优越，开着上百家衢州餐馆，

是本地人心中的“宝藏美食街巷”，承载着

“老衢州”们的寻味记忆。经过街区的整

体改造提升，“长三角第一辣街”荷四路美

食城“热辣”上线。

“希望辣街能够凭借独有的辣味特

色，成为长三角地区辣味餐饮的集聚地、

人气网红打卡地、热门旅游目的地，让升

腾的‘烟火气’激发衢州文化旅游和餐饮

消费新活力。”柯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叶剑亮

俯瞰南京

市溧水区白马

镇白龙村，宁

杭高铁列车穿

越美丽村落，

与青山绿水、

田园相映成

趣，构成一幅

宜居宜业的生

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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