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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加油……”近日，位于湖州市南

浔区旧馆街道的光明村文化礼堂好不热

闹，“迎亚运 接力跑”村运会火热举行。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 来自该村百余名

村民运动员，积极参加了呼啦圈、羽毛球、

“袋鼠跳”等群众易于参与的趣味性特色项

目，把“村运会”推上一波又一波高潮。 一旁

观战的村民也是热情高涨， 加油呐喊声此

起彼伏，让激情和快乐四处散溢。

近年来， 体育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愈

发上升，在古色古香的旧馆街道，一场场大

大小小的体育赛事项目精彩纷呈。 今年旧

馆街道 13 个村（社区）结合各村特色，举办

接地气的“村运会”，通过把体育活动“送”

进文化礼堂、“种”进村民日常生活，让农村

文化礼堂“动起来”“热起来”，丰富村民体

育生活，也让农村文化礼堂的“精神家园”

“文化地标”成色更足，进一步激发乡村振

兴新活力，喜迎亚运会。

一日之计在于晨。 每天清晨，旧馆街道

港胡村文化礼堂的多功能运动场便开始出

现锻炼的居民，或打球或跑步。“现在运动

条件这么好，每天都要来动一动，老人、小孩都喜

欢来。 ”村民老李说，多功能运动场丰富了村民们

的业余生活，把运动和健康的理念传播开来。

近年来，旧馆街道的体育事业得到了快速的

发展，成功创建“浙江省体育强镇”，实现了街道

体育设施全覆盖。 据统计，该街道共创建了省级

全民健身广场 2 个， 市级全民健身广场 4 个，休

闲公园 3 个。 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如火如荼，全街

道共有体育团队 21 支，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

体育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经过几年来的建设， 旧馆街道农村文化礼

堂实现了全覆盖，这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

旧馆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继续

依托北港村文化礼堂、麒麟村文化礼堂等文化阵

地，丰富广大村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

街道体育竞技水平，推动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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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尾气收集装置在不停地运

转着，一旁几台巨大的污水处理设备

也不断发出隆隆的声响，让人不时侧

目……5 月 15 日，在位于湖州市南浔

区石淙镇的湖州江南恒盛炼染有限公

司，占地 65 亩的企业内，污水处理设

备、 尾气收集装置等环保设备用地就

占了六分之一。

作为一家传统的炼染企业， 江南

恒盛有着 30 多年的历史。 恒盛的“秘

诀”是什么？“传统的印染行业要适应

经济发展的新环境，就必须转型。 ”该

公司总经理方黎表示，近年来，企业坚

持把“低碳清洁、节能环保、绿色发展”

理念贯穿到发展之中， 采用先进的生

产工艺和环保设施，快步走在绿色、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由于炼染企业部分车间会产生高

浓度氨氮废水， 而整个市场又没有完

善的解决方案， 该公司决定与浙江省

环科院、浙大环境学院合作，组建并加

入高浓度废水处理的研发队伍， 通过

一次又一次的摸索、实验、实践，终于

完美地解决了公司氨氮处理难题，使

公司水处理能力站上了新的高度。

近年来， 该公司主动淘汰燃煤锅

炉， 改用较为清洁的天然气和热电厂

输送的蒸汽。“当时我们算了一下成

本，光是天然气成本这一块的费用，就

比原先用煤时多出了 1000 多万元。 ”

方黎坦言，如果只是算经济账的话，肯

定觉得不值得， 但在算了一笔环境账

之后，企业还是决定：为了环保，必须

要上天然气设备。

企业的污水处理系统通过生化处

理等手段经过 4 道工艺， 可以将乌黑

发臭的印染用水处理成清澈见

底可以循环使用的生产用水，

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65%左右。

此外， 企业还加入了一套污水

预处理系统和一套中水回用系

统。

绿色生产是企业生存的基
础， 业务发展产品转型升级是

企业发展的动力。 在解决完绿

色生产这个基础条件的同时，

方黎不断带领研发团队研究市

场，开发新产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在新产品开发方面， 方黎在不断深入

了解市场需求后， 与技术人员夜以继

日地研发，在和客户的合作下，通过整

整两年的努力， 开发出了新型环保沙
发等家具产品面料， 得到了市场的高

度赞同和认可。

让天更蓝、让水更清，这既是南浔

绿色发展的要求， 也是江南恒盛的长
期追求。 谈及未来，方黎表示，江南恒

盛将持续实施绿色、高质量发展，提升

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增强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为加快企业绿色

转型发展作出更多有益探索。

5月 11日，由上海杉达

学院党委宣传部与中共湖

州市南浔区委宣传部（文

联）主办的“致敬经典 翰墨
新生”———名家名作进高校
费新我书画作品展在上海杉
达学院金海校区图书馆开幕。

本次展览作品是由浙

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

费新我艺术馆提供的，在上

海杉达学院金海校区和嘉
善校区图书馆同步展出，从
5月 11 日展至 6 月底。 共

展出费新我生平各时期创

作的书画作品 80 件，实物
展还将展出费老书信 29

件，以信札为媒展现书法家

的硬笔书法艺术。
费新我是我国当代著

名左笔书法大师，其书法古

朴、楷书敦厚、行草不羁，形
成了下笔随意、 章法美观、

挺拔雄健，凝练遒劲的书艺

风格。
“今年是南浔区建区 20周年，

接轨大上海是南浔区的‘一号工

程’，为此我们启动了‘沪浔文化续

缘工程’，试图通过各类活动，再续

与上海的百年情缘。”南浔区委宣传

部部务会议成员、 文联专职副主席
陆剑表示，这次展览，正是以文化为

媒， 借费新我先生诞辰 120周年，

进一步密切两地关系的具体举措。

活动中，还举行了书画、图书
捐赠等仪式。

5月 6日，南浔善琏湖笔小镇大

咖云集，文化艺术氛围浓郁。 国家艺

术基金项目“汉字艺术创新应用人

才培养” 结业作品成果展暨中国汉
字艺术与湖笔文化国际论坛永久会

址落户善琏授牌仪式在这里举行。

该项目由国家艺术基金指导， 中国

美术学院主办， 将推动汉字艺术与

湖笔文化的融合发展， 推进国际交
流互动，形成创新应用的新局面。

近年来， 南浔区善琏镇深入挖
掘和保护丰富的湖笔历史文化资

源，聚焦湖笔历史、制作工艺等文化

主题，积极引进各类文化艺术资源，

打造文化艺术的多元生态， 形成丰

富的艺术产业格局。 此次借力国家

基金和专业院校，将湖笔文化融入汉
字艺术，将进一步推动湖笔文化产业

升级和文旅融合的新一轮发展。

“汉字艺术与善琏湖笔的融合

可以很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接下来

我们将与善琏政府及企业深入合

作，开展汉字与湖笔产学研，汉字水

墨教学、学院创作展示等，也让更多

人了解汉字和湖笔， 感受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化融合的魅力， 促进汉字
文化与湖笔的推广。 ”中国善琏汉字
艺术研究院院长、 中国美术学院副
教授王晓明表示。

仪式上， 颁发了国家艺术基金
《汉字艺术创新应用人才培养》项目

艺术探索奖、优秀作品奖，志愿服务
者荣誉奖、组织奖。 当天，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汉字艺术创新应用人才
培养”结业作品成果展览开幕，将在

善琏美术馆和汉字院展出一个月。

“从提交申请到通过现场核查，

3 天就顺利拿到了食品生产许可

证。 ”近日，在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

中央厨房产业园区， 浙江冰富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裴立军得知办

证消息后， 连连为南浔的审批服务
点赞。 以往这样的申请都需 10 个

工作日左右， 遇上整改二次审厂耗

时更多，现在从申请到拿证，一次性

通过审厂，还不到 3个工作日。

据介绍， 浙江冰富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4950 万元，主

要进行冰淇淋研发与生产， 达产后

可实现年产值 9200万元。“夏季是

冰淇淋的热销季节，对我们来说，早

一天投产就能多一份收益。”裴立军
表示，从项目初谈到现在，不管大事

小事，只要项目有困难，政府工作人

员随叫随到，全力帮企业解决问题。

缩短审批时限， 更好地服务企

业，是当下南浔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的缩影。 今年以来，南浔区探索开展

“长三角中央厨房” 食品企业全流程
一站式服务，保障招引企业早投产并

健康发展。 依托企业服务站点，南浔

区发挥统筹联动机制，搭建企业与属
地政府、 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平台，

提前介入园区签约项目，组建服务团

队，细化服务举措，立足市场监管职
能，“线上 +线下” 为入驻企业纾困

解惑，提供业务和政策指导。

“企业落地后，我们实行全程跟
进，变被动为主动。通过主动对接企

业需求， 对标指导企业筹备申证材
料， 邀请食品生产许可审评专家参

与图纸会审， 并上门了解装修施工

进度和问题困难， 及时精准帮扶指
导，确保一次性通过现场核查，目前

已审核企业图纸 3 份， 上门指导 6

次。 ” 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企业申证过程中，他们进一步

压缩审批时限， 由法定 10 个工作

日压缩至 3 个工作日，保障企业尽

快获证投产。

挂图作战，客似云来。 眼下，随

着千金镇“长三角中央厨房”的产

业名片越叫越响亮， 一批优质项

目、 成熟企业纷纷抛出橄榄枝，让

长三角中央厨房产业园“准备上

菜”。 截至目前，已完成中央厨房项

目 14 个。

下一步，千金镇将继续秉持“服
务项目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全力

提速、争分夺秒推进项目建设，把专
班办公室设在项目现场，提前介入，

超前服务， 主动为项目建设排忧解

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努

力提升入园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

打响“长三角中央厨房”园区品牌影
响力。

中国汉字艺术与湖笔文化国际论坛永久会址落户南浔

全过程仅用 3天，南浔一企业快速拿到食品生产许可证

这段时间，湖州市南浔区菱湖

镇杨港村的养殖户老丁每天早上

都要到该镇数字化现代渔业园区

的智慧管理平台大屏上学习。“大

屏使用起来很方便，上面会展示饲
料信息、 鱼药信息和鱼塘溶氧指
数，可以帮助我们科学、高效养鱼，

今年我的鲈鱼产值预计可以达到

60 万元左右。 ”老丁说。

老丁口中提到的数字化现代渔
业园区，就建在许联、杨港相邻的两
村，由南浔强村富民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建设，湖州市产业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建有机械数

字化设备展厅、水产养殖设备展示

区、跑道鱼养殖展示区等区域。

作为“中国淡水渔都”的菱湖

镇，渔文化底蕴深厚，渔业是当地

农业的主导产业，去年该镇渔业产

业全年养殖总产量 91700 余吨，渔
业经济总产值 21.7 亿元。

近年来， 该镇以数字赋能渔
业，打造绿色养殖新模式，通过推

广“跑道养鱼”“数字渔仓”等新型

智慧化养殖模式，推动实现渔业智

慧化、生态化、全链化、体验化、品
牌化发展，打造成为具备高端产业

技术，集淡水渔业产品研发、养殖

试验、加工交易、休闲旅游于一体

的具有区域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以菱湖镇浙北淡水渔交易市

场为例，我们依托渔业数字大脑为

载体，以‘行业主导 + 乡镇主办’的
区镇联动工作模式为依托，构建涵
盖‘分析、服务、监管’的工作闭环，

实现鱼药实名制购买，24 小时实时

监测鱼塘水体中溶氧、温度数据等

功能，服务覆盖辖区渔民近 1.2 万

户。 ”菱湖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的相关负责人说。

该示范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园

区还建立了数字化水产品交易中

心，实现买卖双方在平台上直接交
易，目前日交易量达 15 万斤、日交
易额达 150 万元， 减少了中间差

价、中转运输带来的损失，为养殖

户直接增收 10%~15%。

这是菱湖镇做大做强做精渔
业产业的一个缩影。 自 2020 年 5

月列入第二批省级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创建名单以

来，菱湖镇示范园围
绕渔业产业，重点推

进“淡水渔都”菱湖

记忆馆项目、渔业产

业配套提升项目、现

代渔业园区提升项

目等 9 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5.55

亿元。

“我们以渔业发展为主导产

业，发展苗种培育、鱼苗标粗、成鱼
养殖、市场销售、生产加工及休闲

渔业为一体的渔业全产业链，目前

已初步形成养殖、精深加工、贸易

营销及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渔业全

产业链条，产业链条完整，渔业基
础雄厚。 ”该示范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

眼下，水清鱼肥，创出一个农

旅共生新模式。 走进不久前建设

的菱湖镇国际垂钓中心， 碧波荡
漾，绿树成荫，现场钓鱼爱好者们

的鱼竿上下晃动， 一条条大鱼被

装进鱼护。 垂钓中心负责人樊永
成介绍：“中心开业以来， 这里便

成了钓鱼爱好者们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经常爆满。 ”垂钓中心周边的

景区和民宿也迎来了众多垂钓爱
好者，菱湖的老百姓们开始享受到

渔业全产业链条带来的红利。

“渔业是菱湖传统产业， 更是

优势产业。 发展壮大渔业产业，就

是走好菱湖高质量发展路。 ”菱湖

镇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菱湖

将继续加快推动养殖、育种、教育

培训及研发等渔业环节智慧化，创

新发展生态渔业、电商渔业、休闲

渔业等新型渔业业态，打造以智慧
渔业为主体的现代渔业体系。

“五化”融合结出农文旅共生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