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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是
桑叶旺盛生长
之际，湖州市
南浔区第一
批春蚕也进
入成熟“上
山”期，吐丝、
结茧、脱茧、销
售……蚕农丰收
在望。

在和孚镇荻港村，早春“黄金”蚕

通过四到五天时间的“催食”后，陆续
爬进秸秆搭成的“三角塔”上开始吐

丝结茧，随着第一批桑蚕结茧，蚕农
们的第二批蚕宝宝也开始进入到养
殖阶段。 而因为环境、温差等条件的

不同， 部分蚕农的第一批原蚕刚进
入大蚕上蔟结茧前的五龄期。 大蚕

上蔟好不好， 蚕蔟的摆放和蚕房的

环境都是关键，在大蚕上蔟前，蚕农
也正忙着做好蚕房的消毒、 桑叶的

储备和蚕宝宝的喂养， 确保大蚕顺利生长、上

蔟，吐丝结茧。
在村民施雪琴家后院，大家正忙着检查这

些与众不同的金黄色的蚕茧，看看有没有“白

大蚕”，“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天然结出黄金

颜色的蚕茧还是能卖个好价格的。 ”说起这“黄

金蚕茧”， 施雪琴介绍说， 传统的蚕茧是洁白
的， 该品种与白蚕品种养殖有一定的区别，吃

的叶子相对较多， 但结出的蚕茧比较大个，当
然产量相对也较多些。

据了解，这批“黄金蚕茧”是和孚镇近两年
引进的新品种，吃的是普通桑叶，结的茧却成

天然的金黄色，并且比普通的白色蚕茧大，经济

效益较普通白茧可提高 20%左右， 平均一担可
以多卖 500元左右。“桑蚕产业作为我们的传统

优势产业，根据市场需求，发展具有优良特性的
品种， 并与文旅结合推动本地桑蚕产业升级，提
高桑蚕产业附加值，增加群众收入。”和孚镇农业

农村办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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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先

行段涉铁 1 标跨沪苏湖特大桥墩，在
空中顺利完成 51度“华丽转身”，标志

着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南浔段取得了关
键性进展， 创浙江省城际铁路转体桥

最大吨位记录。

当天上午 10 时 18 分，随着现场

总指挥的一声令下， 两台 5000KN 连

续型千斤顶缓缓牵引支撑在大桥底部

的 80000KN 钢球铰， 这座长 108 米

的“庞然大物”开始以每分钟近 1 度的
速率沿顺时针方向缓缓转动， 在预定

的时间内， 从与沪苏湖高铁平行到逐

渐上跨，精准到达设计位置。

“沪苏湖高铁预计今年年底开通，
为了不影响其联调联试， 我们将重达

8000吨的桥梁平行完成建设后，再通

过精准控制， 将其顺时针转动 51 度，
最终完成转体跨越。”中铁十五局集团

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先行段项目常务副

经理李攀介绍。转体过程中，项目部配

备了实时预警和实时监测系统， 确保

转体实施过程安全平稳和精准对位。

据悉，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南浔至

长兴段）全长 64.8 公里，共设车站 11

座。 设计时速达每小时 160公里。 项

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完善环太湖轨道

交通网，改善居民出行条件，串联起长
三角地区沿海发展带、 沿江发展带和

沪宁发展带， 对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生活是什么样的？ 舒适美好

的居住环境，智能化治理手段，家门口

“一站式” 便民服务……这些设想，正

在湖州市南浔区浔南社区成为现实。

66 岁的老周是浔南社区碧浔府

小区的居民， 他的退休生活充实而精

彩：去景观绿带遛遛狗、唱唱戏，去城

市书房和街坊四邻唠唠嗑、 参加社区
组织的讲座展览……“现在只需要花

几分钟就可以在家附近享受到锻炼、
娱乐和养老等服务， 而且社区里经常

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 退休生活比想

象中更丰富。 ”

据悉， 浔南社区创建单元面积
44.26 公顷，包含公园里、凤翔苑、水

映香缇、观景府、碧浔府 5 个住宅小

区，居民 4175 户，常住人口约 8518

人。 南浔区住建局将社区改造围绕在
基础设施提升、环境品质优化、公共

服务设施补短板等方面，推动社区全

域品质综合提升，成功创成引领型未

来社区。
近几年， 南浔区以打造更多更具

归属感、 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乡
功能单元为出发点， 掀起了未来社区
建设高潮。何为“未来社区”？其本质在

于以“人”为本，着眼“未来”之需。它不
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以人本化、

生态化、数字化为价值导向，构建未来

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

碳、服务、治理九大场景，绘制出多维

立体的未来画卷。

据悉， 南浔区住建局通过对观景

府、水印香缇、凤翔苑等小区周边的荒

地和居民种菜区的建设改造，打造出
了滨水景观绿带和健康步道，并新建

2 座步行桥打通绿色健康环线， 串联

起社区室内、 室外多功能活动场景，
缩短了社区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步

行距离，进一步提升“5 分钟生活圈”
服务水平。

“未来社区与一般社区最明显的
差异在于， 未来社区将配备大量的公

共配套设施，例如邻里中心、托幼养老

场所、社区卫生服务站等。 比如，我们

新建的五星级智慧健康站、 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老年食堂，可满足浔南社区
以及周边 6个村社老人生活照料和多

层次娱乐文化需求。”浔南社区相关负

责人说道。
而在创建未来社区过程中， 浔南

社区还打造了“慧上浔家”应用程序，
覆盖“五分钟”生活圈范围内的公共服

务、邻里生活等场景业态，在创造便捷

社区生活环境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增值

服务空间。并依托文化礼堂、城市书房

等多个文化空间， 开展常态化的文化

交流与邻里活动，共建互帮互助、爱心
公益、绿色环保的未来社区。

截至目前， 全区已累计创建未来

社区 12个， 覆盖全区 30%的城镇社

区， 其中 2 个创成引领型未来社区。
“未来社区的创建不是昙花一现的，

而是可持续、可复制、可粘贴的。 ”南
浔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还
精准制定了 2024 年公共服务设施补

短板行动计划和建设项目库，重点对
体检指数在 60 分以下的社区开展改

造提升行动， 并推动更多资源向社区
倾斜。

5 月 26 日， 在湖州南浔

善琏镇“万亩方”农业综合示
范园区内，成熟饱满的稻穗闪

耀着金光，农机手熟练地操作
着收割机，伴随着高机械化的

“加持”，仅需一周时间，该地

块核心区的 4000余亩小麦便

能收割完毕。

据了解，当前南浔区机收
率达到 99%以上， 小麦机收
减损成为重点，通过推广高效

率、 精准化的智能收割机，降
低小麦的抛撒率和破损率。

“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全部收割

完毕，争取在 6 月上旬完成晚
稻的播种工作。 ”湖州绿腾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姚杰介绍，受今年好天气的影

响，今年小麦产量普遍高于往

年，以万亩方为例，小麦亩产
值达到 1100 斤（含水）左右，

为全年的粮食丰收打好基础。
在大田旁的现代化农业

数字中心，通过物联网技术监

控作物实时生长情况，数字孪
生的“大田”让各项规划都有

了数据支撑，农田里的空气温
湿度、土壤温湿度、光照强度

等参数都实时可见并同步到
农事服务中心和大户手机上，
让农民种田也装上了“数字引擎”……

在科技智慧的加持下， 今年小麦不仅
完成丰产， 好品质还吸引了源源不断

的订单、卖出好价钱。
作为浙江重要粮食生产功能区，

今年南浔全区小麦收获面积超 14 万

亩，晚稻播种意向面积近 19 万亩，种
子、农药、化肥等主要农资供应平稳充

足， 力争全年粮食生产稳定在 2.465

亿斤以上。

5 月 28 日，孙吉汇生绢工
笔画作品及收藏展在湖州南浔
双林镇景和会所后山啸公创作
室开幕。

孙吉汇善画虎，每一只都威
风凛凛，表情细腻，有着独特的寓
意。 代表作有《伏虎罗汉图》《如意

罗汉》《虎迎奥运》《老虎踢足球》
等等。

此次展览中的《伏虎罗汉图》
长 8 米，宽 1.39 米，作品由构思到

完成历经两年时间，1998 年荣获
“上海大世界基尼斯” 最长的生绢

画证书。“孙先生赋予了这幅国画

作品深刻的内涵， 人虎和谐相处，
预示着生活充满着幸福吉祥。 ”游
客杨女士说。

工笔花鸟也是孙吉汇在生

绢上引以为傲的表达，枝头上的
鸟儿生动到似乎下一秒就要从

画中“飞”出来。 令不少游客驻足观

赏良久。

“在画作前我真是挪不动脚
步，每一幅都让我驻足研究。 ”游客
杨女士说，“欣赏孙吉汇先生的画

作，总是有让人想要凑近‘触摸’的
冲动，在生绢上作工笔画，他可谓
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人物，潜心研究
艺术绘画至今四十余年的他收获
了丰硕的成果。 ”

孙吉汇介绍，之所以选择在生

绢上作画，是因为生绢质地轻薄高
贵，千年不腐，富有表现力，由于其

材质的特殊性，对于精度、技法和
装裱的要求极高， 因此成品率极
低。 几十年来，他大胆创新、研修，

将中国传统工笔画融入西洋画法，
用生宣和生绢来创作工笔画，中西
合璧自成一家，他擅长将人物飞禽
走兽，竹雾藤松苔，北方苍莽的原
始森林，冰雪凌崖入画，截至目前，

已完成作品六十余幅。

孙吉汇生绢工笔画作品及收藏展走进南浔

5 月 28 日， 在位于湖州市南

浔区旧馆街道北港村的农业果蔬
基地瓜果棚内，绿意盎然，郁郁葱
葱的藤蔓长势茂盛，一个个即将成

熟的瓜果掩映在藤叶之中，沁人的
果香扑鼻而来。

据悉，该农业果蔬基地重点建

设核心区面积达 802 亩，主要业务

包括有机农业、 生态循环农业、智
慧农业生产技术的引进、研发和推

广，超市及食堂农副产品包装配送
和市场开发，农旅结合乡村旅游和

大学生“双创”实验基地的开发。
据该农业果蔬基地负责人谢

去非介绍， 甜瓜的价格

和往年比相对比较稳定，

每斤售价 6 元。 今年种
植的甜瓜预计亩产量达

4000 多斤，每亩纯收入
可达万元，采摘期可持续
到 6月中旬。

大棚里的“甜蜜经
济”不仅富了种植户，也

带动了附近村民就近就业。 每年 4

月至 5 月是用工高峰期，可解决十

余个就业岗位。“老板对我们的技

术要求高，从定植、打杈、点花、打
头到留瓜，都是经手把手进行培训
才能上岗，我都 60 多岁了，一月还

能挣 2000 多元的工资补贴家用

呢。 ”北港村村民蔡阿姨说道。

近年来， 旧馆街道在乡村建设

中把村产业攻坚作为重中之重，充

分利用闲置校舍、农家院、手工作坊

大力发展密集型瓜果种植、 农产品
加工等特色产业， 形成了“一村一

品”“一村多品”的村集体产业优势。
“下一步，旧馆街道将坚持农

业为本， 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农业
企业项目落地， 着力打造新特优
农产品种植基地， 推动整村产业

提档升级。 同时将持续优化特色

产业联农带农机制， 形成农民增

收、集体经济壮大的良好局面，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旧馆街道相关
负责人说道。

如通苏湖城际铁路 8000吨桥梁“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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