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3
本版编辑 /刘靖琳 视觉设计 /窦云阳

2019 年 12月 6日 /星期五 一体化示范区

提
前
一
月
的
晚
间
高
铁
票

    每天早晨 7 时左右，上海

市政府副秘书长、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主

任马春雷，总会转发两条新闻早
餐到执委会工作群里，雷打不

动。点开链接，边走边听，从朱家
角人才公寓步行到执委会办公

楼，半小时里正好听完———这是

执委会综合协调组副组长刘振
华和许多新同事们这一个多月

来养成的新习惯。
执委会的工作人员来自沪苏

浙两省一市，平日里，朱家角的人
才公寓就成为了他们在示范区的

新家。一周住两三天、四五天的都
有，而刘振华住得最久：一般要在

人才公寓待满两周才回一趟家。
他来自江苏，家住南京，算是执委

会工作人员中离上海最远的。
从青浦朱家角回到南京家

中，刘振华在路上单程就需要花
上四五个小时。大多数车票车程

是接近 2小时，少数几趟高铁快
车票只需 1小时，这时候，就有抢

票的讲究了。周五晚间的车票很
难买到，快车票更难，为此，刘振

华的办法是提前一个月就订票。
买到票还只是一个开始，执

委会工作节奏快、变数多，计划赶
不上变化，车票经常要改签。于是
刘振华一般就买晚上 8时左右的车票，哪怕

这样到家有可能已经 12时了。
刘振华所在的综合协调组是执委会的

“运转中枢”，组织协调、会务筹备、文件流转、
宣传接待、后勤保障⋯⋯可以说是支撑执委

会高效运作的幕后英雄。
这一周，执委会有 20项工作安排。刘振

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参与制定执委会的

工作计划，描画一周“工作地图”———牵头
人、负责人、时间节点，责任明确，“挂图作

战”。这需要对执委会全局工作心中有数，要
与各个组长之间密切沟通，还要同其他单位

保持联络。
原本在江苏省委省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工

作的刘振华，从省委大院的舒适区走出，今年
47岁的刘振华自称“进沪赶考”，参与作答的

则是长三角一体化的试卷。
本报记者 杨洁

    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新住院楼启用暨国

际医疗中心、儿童康复中心成立仪式举行，上
海市儿童康复中心嘉善分中心揭牌成立。 上

海市儿童医院与嘉善县儿童康复中心深入合
作， 将继续共同探索实践长三角儿童医疗联

盟的特色模式。

青浦综合保税区揭牌暨功能性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举行， 标志着综合保税区这一开放

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
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正式落地青浦。

上海之窗·智慧科学城正式开工奠基。作
为嘉善接轨上海的“门户”，主要围绕基建改

善、公共配套、产业创新、城市提升四大板块
打造一座智慧新城。

“携手阿里文娱 善造数字文创”阿里文
娱综艺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在嘉善举行。 该

基地将引进国际最前沿的影视综艺制作科
技， 在嘉善打造全球领先的高科技文娱综

艺基地。 黄佳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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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最恰当的时间，讨论当下

最热的话题。”昨天下午，2019上海国际
智库高峰论坛举行。国际智库与各路专家

齐聚浦江之畔，围绕长三角一体化的进
展、现状与挑战，从体制机制、区域协同、

创新生态、产业规划、人才流动等方面共
商长三角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国家战略提出一年多来，一体

化发展进入快车道。12月 1日，《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一

个月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正式揭牌。如今，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上正涌动着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发展热潮。

家底 六个万亿GDP城市
以约 1/26 的国土面积、1/6 的人口，

创造近 1/4的经济总量、1/3 的进出口总

额、2/3的外商直接投资和 1/3 的对外投
资，如今，长三角地区正承担起非同寻常

的国家使命。
不少专家不约而同提到了长三角区

域的“殷实家底”。戴德梁行华东区董事总

经理黎庆文说，2018 年上海新增外资研
发中心 15家，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45

家，新增亚太区总部 18家。“国际优势产

业要素正在加速向上海集聚，总部经济对

上海青睐有加、持续加码。”放眼长三角城
市群，2018年万亿 GDP城市达到 6个，包

括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和宁波。常
州与南通也紧随其后。长三角城市群已经

形成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挑战 产业布局与创新环境
尽管展现出亮眼的发展势头，在一体

化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长三角城市群

还面临不少挑战。不少智库专家指出，长
三角区域的均质化发展间接导致区域内

城市间的激烈竞争，在产业方面同质化竞
争比较严重。

麦肯锡全球副董事张帆建议：“上海

近几年推动的 G60科创走廊，里面有 9个
产业集群，已经探索出了怎样在浙江嘉兴

这些与上海临近的城市，在高科技产业上
形成协同，通过创新利益分享机制在城市

之间做平衡。G60科创走廊形成了未来南
北之间协同的好的趋势。”

长三角的创新环境也是专家们关注
的重点之一。德勤中国创新主管合伙人、

华东主管合伙人刘明华提出，创新环境是
长三角城市的“短板”，创新氛围（城市互

联网+氛围）、创新成本（工资水平与写字

楼租金）这两项指标尤为落后。他建议长
三角城市间发挥“合体”作用，建立全要素

的创新资源交流与共享平台，加快推进建
设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展望 形成超级产业集群
“长三角一体化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实

际情况而众望所归的制度创新。”罗兰贝

格高级合伙人、中国区副总裁许季刚提出
长三角区域超级产业集群战略，加强各产

业集群自身的内功修炼，以及实现有效的
跨区域资源配置。

“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不仅要增强区
域经济体量，更要增加区域经济韧性。”波

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朱
晖建议，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在于

“核心创新竞争力”“战略纵深”“抗风险”
等。在创新生态方面，可以借鉴波士华城市

群经验，组建跨区域产学研协同组织和垂

直产业的创新服务平台；在产业分工方面，
可以借鉴日本城市群经验，统筹制定全域

产业差异化布局；在协同机制方面，可以借
鉴里尔城市群经验，从顶层设计入手，消

除要素流通壁垒。 本报记者 杨洁

    3年前，90后小伙徐樟和张马義田项

目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位于朱家角镇最
南端的张马村。不久，曾经的泖塔小学里

传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操场上 5艘老木
船一字排开，上面“新商业”“新物种”“新

村庄”“新产业”“新生活”的标语，像一面
旗帜，昭告所有走过路过的人，这里冒出

了一个“新”的存在———木船俱乐部。

2016年，上海大司田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以张马義田项目运作机构的身份，与张

马村委会签订了 20年的商业开发合作协
议，以及配套停车场、广告、河道等的运营

合同，合力盘活当地老百姓空置宅基地资
源，引入产业，希望通过产业发展、人员结

构重组、经济活动促进，实现乡村振兴。
“我是山西人，怎么会想到在这里做

木船？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其实，我们潜
心木工文化大概已经有 12年的时间了，

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最早我们想
做的是，研发一整套木工教材，并把这些

教材推广到职业院校去。”往前走的路上，
徐樟遇到了张马村，这个拥有着天然的河

道优势，沿水而生的江南乡村，让徐樟和
小伙伴们萌发了做木船的念头，而这个项

目也把他们留在了张马。
在木船俱乐部，对木工感兴趣的人通

过加入俱乐部，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

下，亲手打造一艘属于自己的木船，这个
木船并不是当地常见的船，而是项目团队

去了很多国家考察，通过十几种船型的对
比，最后选定的一款。徐樟笑称，这款木船

最大的优势是“简单”，可以是单人座也可

以是双人座，自重在 20-25公斤，强壮一

点的成年男子可以单人实现船只的移动。
“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是一种生活方

式，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也可以把木船往
车顶上一扣，和好友一起出游、划船，是不

是感觉很时尚？”

俱乐部的一个工作间里有序地排列着

几条尚未完工的木船，都是俱乐部会员的
作品。“大家对于木工还是有很多好奇心

的。我们这里的很多成员是上班族，可能今
天过来打两个钉子，明天过来磨半面船，有

些时间久一些的可能要一年才能做完，主
要是一个参与的体验。我们这里有不少艺

术家，木船做完了直接拿回去挂在家里。”

做一艘木船的成本大概在几万元钱，
其中主要的是人力成本。加入俱乐部，除

了可以做属于自己的木船，还拥有指定河
道 10年的使用权。闲时划着自己做的木

船在河道里泛舟，岂不快哉？
3 年时间，木船俱乐部已经拥有了

100多位会员，完成的木船也已近百条。在
徐樟看来，张马義田项目已经在这里找到

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并有了一定的示范
效应。“现在农村面临人口流失、老龄化问

题，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农村可持续发展
的商业方案。我们现在有 19个俱乐部，包

括养生、武术、骑行等，利用俱乐部的粘性
客户，以村庄为载体，形成可持续发展的

业态。”徐樟说，不久前，通过对张马村项
目的考察，山西的一个村庄已经开始同样

项目的尝试，“张马村是一个标杆。”
徐樟说，在张马村的 3年，日子过得

充实且快乐，而最让他感到幸福的，难道
不是看着承载着自己梦想的木船，借着江

南水乡的河道，正一步步扬帆启航？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释放超级产业集群能量
国际智库高峰论坛热议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

朱家角:着力打造中国特色小镇文创高地

古镇里活色生香 乡村间文脉绵长

■ 青浦区朱家角古镇放生桥畔夜景婉约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白墙绿瓦银杏黄，石桥清水垂柳绿。入

冬的朱家角古镇，保留着自己独有的韵味。9

条老街依水傍河，千栋民宅临河而建。很多

人用“活着的古镇”来形容朱家角，因为这里
是开放式的，没有整齐划一的开发规划，放

生桥上的每一块石板，仍是千年前的模样，

原住民们起居如昨，冒着浓浓的烟火气。
背靠大上海，面向长三角，紧邻淀山湖

的朱家角历史上是江南的商贸重镇。现如
今，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重镇、青浦西翼淀

山湖地区的综合服务中心镇、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五镇之
一，迎来发展新机遇的朱家角正蓄势待发、

乘势而上，要成为青浦打造“上海之门”的
桥头堡和最前沿阵地。

    如果说朱家角古镇本身就是一幅水墨

江南，那么在画中看画是不是更加别有一
番风味？“朱家角古镇的魅力，是文化带来

的魅力”。如何增加古镇文化内涵，提升影
响力，用文化魅力带动旅游业发展？

不同于产业园，古镇内资源有限，只能
项目制引进相关产业来优化文化产业布

局，而上海全华水彩艺术馆就是其中的一

个项目。2006年，全华水彩艺术馆在古镇
落脚，由我国著名水彩画家陈希旦担纲，经

过十多年的精心打造，已经成为名闻遐迩
的国际水彩画交流平台。

这十多年发生在上海全华水彩艺术馆
的大事，副馆长竺发龙如数家珍。2010年是

他提起最多的年份。这一年，世界水彩画历
史上的首次双年展———上海朱家角国际水

彩画双年展在这里举行，18个国家参展。法

国《水彩艺术》作为发行量全球第一、影响力
最大、最具权威的水彩专业杂志，为此特地

创刊英文版，并从 2010年起，不间断地向世
界介绍中国水彩画家和他们的代表作。

“谁也不会想到，英国查尔斯王子竟然
是水彩画的‘大咖’，是知名的英国皇家水

彩画学会荣誉会员。”一幅由查尔斯王子亲

笔签名的限量版水彩复制品《无题》，是他
举办水彩画双年展时寄过来的作品。

双年展打响了朱家角在世界水彩画界

的知名度，到 2012年举办第二届时，参展

国家达到 62个，吸引了国内外知名水彩画

家前来办展，国际级的水彩创作训练营也
陆续在这里开营⋯⋯许多水彩画的创新之

举在这里引领潮流。2016年，澳大利亚著
名水彩画家约瑟夫在朱家角开课，他毫不

掩饰地表达了对朱家角的喜爱，称这里是
“世界水彩画家的天堂”。

实际上，古镇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从
未止步。一批文化演艺馆、大师级文化工作

室正在加紧布局。文史馆、江南文化研究

院，都已经在规划蓝图中成型，为古镇的文
化底蕴加码。

实践证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中，朱家角有实力也有能力打造中国特色

小镇的文创高地，成为长三角最具活力的
创新之镇。

看 “画中画”享誉国际
文创布局持续加码

    地铁 17号线开通的那天，朱家角的

“水上 17号线”同时开通。出了地铁就可以
换上小船，沿水路直抵放生桥畔。离放生桥

不远的阿婆茶楼所处的位置，是古镇最佳
的观景平台之一，沿河的座位视野空旷，点

一杯茶闲坐半日，左右美景尽收眼底。
“阿婆茶”是当地淀山湖畔的民间茶

俗。之所以叫阿婆茶楼，老板沈勇说是为了

让茶楼更接地气，就好比到邻家喝了杯茶。
沈勇来自江苏，厨师出身的他在朱家角打

拼 20多年，有了自己的事业，开茶楼不为
赚钱，只是想回报成就了他的朱家角。

某种意义上说，沈勇对于茶楼有情结。
他钟爱传统文化、江南文化，这在茶楼的布

置上可见一斑。他收藏了一幅沪上知名摄

影家雍和 1990年拍的照片，在这幅题为

《朱家角茶楼》的照片里，上世纪 90年代的
茶楼人声鼎沸，人们一边喝茶一边欣赏着

戏曲表演。“我希望可以重现当年茶楼的氛

围，希望阿婆茶楼成为朱家角品质旅游、展

示江南文化的一张名片。”沈勇说，以后的
阿婆茶楼评弹表演、戏曲表演会常规化，还

会有不同主题的文化沙龙，让游客感受到
传统文化、江南文化的魅力，而这一切最快

在明年 5月就会实现。

品质和品位的提升，是朱家角旅游发

展的发力点。随着17号线的开通、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等利好的释放，朱家角旅游人
气不断攀升，如今每年要接待超过700万人

次的中外游客。各具特色的文化街区、一体
化智慧旅游综合平台、旅游回路桥梁⋯⋯

以打造环湖古镇群文旅高地为目标，国家
4A级景区的朱家角古镇正大力提升旅游

品质，向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迈进。

现如今，朱家角古镇早晚游客并不多，
而不论是民宿布局的探索还是夜经济发展

的创新，都是为了留下更多的游客，让大家
近距离感受古镇的气息。可以想见，晚上在

河边茶楼小憩，手中一杯清茗，耳边是评弹

的吟唱，眼前灯光和河里的倒影交相辉映，
疲了便枕水而居，是怎样一种惬意。

    对于 75 岁的张马村村民孙耀佐来

说，田山歌是他年轻时的记忆。
“山歌不唱喉咙痒，问花名唱开场。”

冬日的地头被遍地翠绿的油菜苗装点得
生机盎然，孙耀佐和 84岁的老哥哥杨光

华一起唱响了旧日的时光。
“我们以前是一个生产队的，年轻的时

候一起在地里干活，夏天特别热，手脚都在

泥地里，太阳晒得汗一直往下流，眼睛都

睁不开，大家一起唱歌，天越热唱得有劲，

声音越响亮，唱着歌大家都不觉得累了，
很神奇。”熟悉的调调一开口，老哥俩按照

之前的分工配合着、呼应着，一组套曲下
来，略微有些喘的两个老人相视而笑。

唐代的泖塔，蜿蜒而过的泖河，历经
千年，成了张马村最灿烂的文化载体。作

为泖河流域至今保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田山歌的传承村，田山歌是

张马村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现在村里

会唱田山歌的老人还剩 8个，年龄最大的
89岁，最小的 74岁。”孙耀佐理解中的田

山歌，是以前男人们劳动时消除疲劳的曲
子，有固定的 8个曲调，歌词则更随性，

“看到什么唱什么”。“因为是一环套一环

的，一般 5个人以上，大家分好工就可以唱
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唱的人越来

越少。所幸，田山歌的保护和传承被写进了
朱家角镇乡村文化建设方案里。

朱家角不是只有古镇，还有广袤的乡
村，在古镇旅游发展的同时，乡村振兴也

成为了朱家角的发展动力。

张马村有泖塔，有田山歌；林家村有西

周至汉代时期的凌家角遗址；张巷村有商

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故居；新胜村有建
于清嘉庆元年的永安桥⋯⋯三泖九峰之

处，朱家角镇沈太片区张马、林家、张巷、
建新、王金、新胜、李庄等 7个村，地理位

置优越，自然环境优美，有着灿烂的古文
化遗迹，深厚的人文脉络。针对其文化特

性与共性进行的精心布局与打造，是乡村

振兴路上的“宝藏”。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徐樟：来张马村操持一个俱乐部

我的木船之梦
借你的江南水道
圆

品 阿婆茶里的文化经
旅游品质持续提升

听 田山歌唱出传承
乡村振兴持续发力

■ 张马村寻梦源景区内的房车基地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 徐樟对木船做常规检查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