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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高桥镇唐代成陆，建制于宋，

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素有“万

里长江口，千年高桥镇”之美誉。有

着数百年历史的高桥老街上聚集

了镇域绝大部分的文化古迹，由于

老街的人口密度大，房屋为砖木结

构，耐火等级低，存在多处用易燃

材料外接的厨房，消防设施配置

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施救难度

大。为此高桥镇在老街上建立了微

型消防站，融合物联网消防技术和

“一网统管”系统，为老街筑牢消防

安全“防火墙”。

微型消防站内配置了微型消

防车、灭火防护服等防护设备和消

防器材，为防火、灭火提供物质基

础。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安全体验

区为居民提供消防安全常识宣传、

辨别家庭消防安全隐患、正确使用

消防器材以及安全逃生等知识，增

强老街居民安全意识，提高自救能

力。

在老街历史保护建筑安装的

206 个无线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

测器、135 个智能断路器、39 个声

光警报器以及 39 个手动报警器，

实现对老街各个重点部位的实时

监控与智能预警，信号均接入消防

物联网监控平台以及高桥镇“一网

统管”平台。一旦发生火情，微型消

防站可以做到“分钟级”响应，及时

处置初期火灾。 同时高桥镇“一网

统管”平台也会第一时间收到火情

信息，如遇到重大或比较复杂的情

况，高桥镇城运中心将联系到消

防、派出所、物业等各个相关职能

部门，火速到现场处置，真正实现

数据共享、快速协同、联动处置，大

大提升老街火灾处置能力，进一步

夯实老街消防管理基础。

“一网统管”融合物联网筑牢老街消防安全“防火墙”

“看到有杭州来的儿科专家来

菱湖坐诊，特地带上我家小朋友，让

医生看看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近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菱湖人

民医院的导医台前，有不少跟王女

士一样想法的家长前来咨询专家坐

诊时间。

现如今在菱湖“小病不出镇，大

病及时转”不只是一句口号。作为南

浔的医疗副中心，菱湖镇未来还将

接入总投资 2 亿元的“医、护、养”

三元合一的医养结合项目，建设康

复综合楼和公共卫生楼两个单体

楼，预计今年12月交付使用。届时

将实现医药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共

享，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融为一体，

解决患病、失能等老人的治疗和看

护问题，让“老有颐养”更有保障。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今年菱湖

镇共有 15 项民生实事项目，总投

资约 12.8 亿元，其中续建项目 6

个，新建项目9个。其中包括 5G智

慧停车、城中村搬迁改造、老旧小区

改造等。截至 7 月底，项目完成总

投资的 2.85 亿元。

“现在小区面貌完全不一样了，

住得心情舒畅。”家住新墩小区的居

民郑阿姨很高兴，住了多年的小区

大变样，楼房外墙重新粉刷，还新建

了一个停车场，解决了老旧小区停

车难问题。

“老旧小区改造的最终目的，是

为小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生

活环境。为提高公众参与度，我们广

泛征求民情民意，加大宣传力度，坚

持‘能改尽改’原则，为小区定制个

性化方案。”菱湖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人民路、建国路、塘路、

星桥路老街居民点也将陆续建成并

投入使用。

医疗服务优化提质、老旧小区

改造“提档升级”、城镇能级不断提

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近年来，菱

湖镇把改善民生福祉放在更加突出

位置，立足民生需求，让一件件民生

实事落地，化作一份份温暖人心的

民生清单，为民生“加码”、为幸福

“加速”、为生活“加温”，切实增进了

民生福祉。 钱佳雨

“快来看我今天钓上来的鱼，

又大又多，真是过了一把瘾！”近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石淙

镇状元湖垂钓中心，钓客江湖积

分奖品赛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中，不少钓鱼爱好者慕名而来，聚

在一起享受垂钓的快乐。

随着体育健身热潮的涌动，

户外运动休闲已成为乡村旅游的

重要方式。石淙镇根据附近地区

大型垂钓场地少、垂钓群体大、水

域禁钓要求多等情况，借助水域

资源、渔业养殖等优势，大力推动

乡村运动休闲体育发展，以乡村

空间为载体，以优势运动项目为

核心，大力发展特色乡村运动游。

今年以来，石淙镇先后举办

了垂钓嘉年华、国家级垂钓比赛、

龙虾节……多场省、市、县级大型

活动，共计吸引游客超 30 万人

次，预计全年整体创收超 5000

万元。不但带旺了当地的民宿、农

家乐、乡村游，而且擦亮了石淙旅

游金名片。而这些变化是近年来

石淙镇推动体育 + 旅游事业融

入城镇发展的一个缩影。

浙江省4A级景区镇、“石淙休

闲垂钓小镇”“省青少年竞钓培训基

地”“浙江省垂钓基地”“湖州市赛事

基地”……近年来，石淙镇创新“体

育+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做好“引

留回用”四字文章，实现了乡村旅游

产业从“0”到“1”再到“∞”的转变，

走上了一条富含江南水乡特色的

“农文体旅”融合发展之路。

据了解，石淙镇依托自然生

态资源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促进

体育事业与旅游、健康、养生、研

学等产业融合发展，以体旅融合

发展助力强村富民，打造“强村公

司 + 户外运动协会 + 体育休闲

赛事”模式，由强村公司保障各类

培训和各项休闲赛事软硬件设

施、生活后勤保障、农副产品和旅

游产品销售，帮助解决了 150 余

名周边村民的就业难题，预计带

动强村公司运营增收 100万元。

与此同时，总投资 3亿元的

国防军事主题乐园项目目前正在

加紧推进中，射击资源、军博馆资

源已对接完成，未来将建设军事

展览馆、户外训练场、综合拓展体

验区等集科普、研学、体验为一体

的国防教育基地。

在成功吸引垂钓群体与亲子

群体的基础上，石淙镇立足射击

体验、马术体验、野外骑行等体育

旅游市场需求，梳理全镇文旅资

源及用地空间，招引了射击馆、草

地网球场、黄金自行车赛道等十

余个“体旅”项目。如今，在石淙，

“体育+旅游”产业正蓬勃兴起。

“我们从规划理念、政策环

境、服务品质等层面下功夫，以优

势运动为核心特色，引进和培育

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努力打造一

条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精

品线路。”石淙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还将推动体育产业链

和旅游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便形

成新的业态，带动新的经济增长

点。 钱佳雨

石淙镇：“体育＋旅游”激活小城镇

■改造后的菱湖镇新墩小区，环境整洁干净，小区道路平整宽阔、车辆有序停放。

日前，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千金

镇石桥村整治点现场，“千亩良田”已初

现雏形，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详细了解

查看了项目进展情况，并与行政村项目

整治负责人、强村公司负责人及相关人

员进行了交流，科学指导“退塘还田”相

关工作，稳妥推进“非粮化”整治。

为全面有序推进“非粮化”整治行

动，打赢粮食区整治“攻坚战”，今年以

来，千金镇创新“四全”工作举措，以村

为单位由村集体全域流转土地、全村统

筹种养、全要素保障、全民共享红利的

做法积极稳妥推进“非粮化”整治。通过

结合土地变更调查、国土三调数据、最

新卫星影像和现场实地查验等方式，全

镇共有“非粮化”面积 9000 余亩，全部

为养殖坑塘。

为了更好地调整优化全镇农业布

局，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千金镇自我

施压，定下了今年全年整治非粮化面积

9330 亩的目标。但由于“非粮化”整治

涉及农户较多，农民增收及社会稳定问

题相对突出，为了保障村民利益不受

损，该镇出台了统一的政策处理办法，

明确目标、压实责任，并与各行政村签

订了《粮食安全责任书》。

“我们从全镇生产力布局调整的现

实问题出发，以村为单位，通过承包权

不动、经营权交换的方式，在尊重农民

意愿的前提下，通过全面发动、精心组

织、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等方式，做足

思想工作，将全村的零散土地整合起

来，形成统一资源。”千金镇副镇长朱凯

敏介绍道，目前，单就石桥村一个村已

流转土地 6000 余亩，共整合零散种养

农户 350 余户，鱼塘养殖户全部签订

了意向协议书。

整合之后如何使现有土地资源发

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千金镇用实际行动

给出了答案。通过探索建立新时代“温

氏模式”升级版，将整治后的土地进行

经营权流转至强村富民集团统一管理，

村集体以全域范围内村集体资产、基础

设施配套、设施农用地等资产入股。这

样，资金变股金、资源变股份、村民变股

民，各方资源得以聚合质变，推动村集

体经济收入稳步增长。

千金镇还积极引入资本项目，加速

长三角中央厨房平台的打造。目前千金

镇已与广州“勇记”工厂化养殖等渔业

产业链项目签订合作协议。据悉，该项

目总投资 3.5 亿元，达产后可实现年产

值 9 亿元，年缴税收 2000 万元，将为

300人解决就业问题，持续推动粮食稳

产保供。 钱佳雨

千金镇：“非粮化”整治
让土地发挥更大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