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招商引资【关键词】

    冬日的朱家角古镇，游客依然纷至

沓来。许多人可能不曾注意，在并不宽
敞的北大街上，藏着一家有着数百年历

史的老茶馆。

走进茶楼，便让人有种穿越回老
上海的错觉，一楼摆放着十余张四方

桌，柜台上放置了造型复古的竹壳热
水瓶与茶具，客人三三两两坐在角落

里静静品茶。在这里，时间也仿佛放慢
了脚步。

“元代至正二年就有了这家茶
楼，代代茶人和老百姓都会来这里喝

茶⋯⋯”说起茶楼历史，江南第一茶楼
掌柜江虹蔚如数家珍。“茶楼内所有你

看到的东西，都是按照传统恢复的，只
是陈列方式发生了变化。”

江虹蔚来自云南茶乡。“2012年，

我就被茶叶公司派来朱家角，没想到上
海竟有历史这么悠久的茶楼，而且茶楼

的传统也保存下来，有恢复的基础，这
一点非常吸引人。”

即使是冬天，每天清晨 3时

半，便有老人赶到江南第一茶

楼，喝上一杯暖心暖胃的早

茶。他们在这里谈天说
地，构成古镇独特的风

景。“来喝早茶的，基本都
是当地的老人，有些老人

几乎天天都来报到。”江
虹蔚笑着说。60岁以上

的老人在茶楼登记后，便可

在早晨随意入场，茶水由茶楼

免费提供，完全没有消费上的负

担。如今，在江南第一茶楼登记注册的

老人已有近 400人。
江虹蔚说，前不久，有个已经退休

的新上海人在古镇闲逛时，看到了老人
们正在茶楼免费喝早茶，希望也能享受

同等待遇，掌柜的二话不说便同意了。
“茶楼很多，到处都有，但有意思的茶楼

就凤毛麟角了。”在江虹蔚看来，提供免

费早茶，为的是传承茶楼的韵味与传统
文化。

在恢复茶楼前，江虹蔚曾用了 8个
月进行调研，每天早晨去找老人聊天。

“那时，有的老人只能在很破败的地方
喝茶，没有空调，冬天非常冷，老人们就

蜷缩着身子喝茶，你只能看到茶杯上冒
出的一缕热气。”在和老人们聊天后，江

虹蔚也更坚定了要恢复茶楼的念头。

“一方面，觉得这样的茶楼很难得，更主

要的，是你会被老人对茶的情感所感

动，想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场所。”
正如江虹蔚所说，这些老人带来

的烟火气最为真实，这是古镇该有的

气息和味道。江虹蔚说，以前茶楼里还
有书场，每天中午 12 时半，琵琶声就

会响起。河边传来阵阵琴声，一群老人

在茶馆里打瞌睡⋯⋯“很多外国人来

了后，对这种茶馆文化和生活节奏非
常着迷。”
面对奶茶、咖啡等饮品的冲击，江

虹蔚坦言：“生存的确存在困难，但我们
尽量在坚持。客人来这儿能看到什么，

感受到什么样的文化，是我们这些商户
要思考的。”她也希望，随着长三角一体

化的不断推进，能有更多的游客来古镇
游玩，有更多的人来到这座百年茶楼，

体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黄佳琪

    “我们和上海、江苏的土地是交融相错的，河

道共用、河面共同治理。”在太浦河防洪堤岸的一
边，浙江嘉兴西塘镇钟葫村党总支书记王建强，指

着一面白墙上的“嘉善县太浦河长白荡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分示意图”向本报记者介绍。在他的身

后，太浦河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对岸就是上
海大观园。

钟葫村，位于西塘东北首，东临上海，西临江
苏，北临太浦河，2000年 4月合并原钟葫村、钱家

甸而组建的新行政村，是嘉兴唯一地处苏浙沪两
省一市交界的村子。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里该如何发展，是

王建强一直在思考的。
“浙江地界和上海地界的绿化明显不一样”，走

在太浦河防洪堤岸的道路上，他感慨道。记者看到，

在防洪堤岸浙江段，两旁的树木是稀疏低矮的，当走

到上海段时，两旁的树木马上变得茂密起来，品种也

更加丰富，有香樟树、桃树、梨树等。“上海的绿化意
识比我们强，他们 10年前就在搞生态环境绿化建设

了。现在我们也在搞。我们在示范区，又是二级水源
保护区，接下去会加大绿化建设。”

垃圾分类和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是钟葫村当
前最迫切需要做的工作，王建强说：“我们正在酝

酿一系列政策，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比如村里

做了奖励措施，按评分给村民发放奖励，逐步培养
老百姓垃圾分类的意识。”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方面，包括河道保洁、房前
屋后整治、道路整治、田间整治等一系列工作，钟

葫村也正在积极推进。“以前河面整治往往互相推
诿。长三角一体化有了河长制后，轮到谁巡河就是

谁打捞，河道整治方面成效最明显。”
“钟葫村和上海、江苏是通婚的。江苏伟明村

的妇女主任是我们钟葫村人。我们这边以前嫁到

上海去的比较多，那时上海生活条件比较好，这几
年少了。村里建成纽扣园区，有了第三产业。”

以前，王建强和江苏接触较多，因为他的外婆
家就在江苏。“想不到，长三角一体化后我们被划

到一个圈里了，可以讲是一家人了。组织上给我们
创造的机会也多起来，比如卫生整治政策方面、老

百姓的福利方面、医疗保险方面等等。有什么好的

经验，大家会经常交流。以前是以朋友的身份认
识，现在更深层次地交流工作了。”

“我们现在更迫切地希望把家园建设好，建成
一个样板区。老百姓期盼更美好的生活，期待细节

方面早日落实。”王建强说，“眼下我们要去上海，

两种出行方式都要绕路，一种是绕道江苏伟明村，

另一种是绕道姚庄银水庙村，希望以后交通能更

方便，医疗、养老方面更协同。” 本报记者 屠瑜

钟葫村：嘉兴唯一地处苏浙沪交界的村庄

“一体化”带来了发展机会

■ 青浦区淀山湖地区是典型的郊野生态型地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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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2020一号文件” 透露出什么信息？

利用环湖创新绿核 对接全球高端资源

    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态势，
其必要条件是什么？赵惠琴认为，扩大有效投

资是关键。为此，青浦区正在加快打造一批百
亿级的产业平台和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形成

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发展会展服务、快递
物流、北斗导航、民用航空、跨境电商等重点

产业平台。

根据“一号文件”规划，青浦区将力争用
5-10年时间打造 3-5个千亿级产业平台，一

批百亿级产业集群，不断提升青浦区经济发展
的综合竞争力。到 2020年，物流产业平台突破

千亿规模；软件信息和现代商贸产业集群实现
五百亿级；高端装备、医药医械、新材料、汽车

（含零部件）等百亿级产业集群，以及会展、跨
境电商产业集群再上一个新台阶。

青浦区还将积极推进华为、网易等重点项
目，推动北斗创新基地、市西软件信息园等功

能平台发展，打造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的西虹桥
科创中心和千亿级的青东科创产业集群。依托

环淀山湖创新绿核，打造千亿级的西部

创新产业组团、世界级的西部金融功能
圈和千亿级的金融产业集聚区。

“一号文件”显示，2020年，青浦区在
招商引资方面，将统筹开展“3+4+8+X”招

商系列活动，完成合同外资 18亿美元，实到

外资 9亿美元；完成引大引强引实 160户；完

成工业（研发）投资 80亿元，服务业投资 145

亿元；全力推进洽谈、引进阶段项目早日落地。

项目推进方面，完成土地出让 27幅、开工项目
27个、竣工项目 22个、投产项目 10个。

青浦区将以高水平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高质量推动青东五镇联动发展作为载体

建设。用环淀山湖优势生态环境对接全球高端

资源，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吸引
高能级总部经济、高水平服务经济、融合型数

字经济，依托华为研发中心落户，推动一批显
示度高、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落地。2020年，

计划引进华为产业链项目 16个；引进农业项
目 4个，总流转面积 2000亩以上；加快建设青

西金融产业园，初步形成各类基金、金融科技
公司集聚态势。

此外，实施方案中还提及“朋友圈”以商
招商模式。计划充分发挥企业家、招商能人的

渠道资源和信息优势，以商引商，全民招商，
推动存量资源的转型升级和产业集聚、促进

增量资源的创新驱动。注重发挥专业服务机
构作用，鼓励行业协会、投资咨询机构、商业

银行、投资银行、私募基金、保险公司、会计师
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利用客户资源、信息

网络优势参与招商引资工作。对成功引进招

商引资项目的社会专业机构和个人，研究制

定相应奖励措施。

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与有效投资的基础
和前提，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赵惠

琴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完
成时，只有进行时。

在“一号文件”的规划中，青浦区将加强重
点项目服务，完善招商项目落户跟踪服务机

制，做好重大项目的全要素服务、全过程监管。

同时，强化安商稳商工作，坚持区领导联系服
务走访重点企业制度，深化“四级店小二”服务

企业制度，对区内不同类型企业开展联系服
务，拉近与企业的距离，加强走访发现问题、信

息收集与协调处理反馈，提升问题解决率和企
业满意率，破解企业难点、痛点、堵点。

青浦区还将深化行政审批流程改革，推进
开办企业“一窗通”服务专区，实现营业执照、

税控设备、发票、公章等一窗发放，加大全程网
办率。并且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措

施，力争实现 5个环节 24天办理建筑许可。并
进一步提升“一网通办”效率，加大公共服务事

项接入“一网通办”的力度，实现部门之间系统
集成、资源共享、业务协同。

企业人才的生活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
“软实力”，对于吸引优秀人才至关重要。青浦

区正在谋划进一步推动环城水系公园建设，沿
河布局高品质的商业、商务、文化、旅游、休闲

等城市服务功能，在交通便捷通达上持续投
入。在一些园区和轨交之间解决好“最后一公

里”问题，需要根据企业和员工的需求导向，完
善公共交通布局。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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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百村
田野调查”启动会举行。调查

活动由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执行委员会主办，前期将聚焦
生态、交通、公共服务、产业、

乡村治理等重点领域，为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咨询
支持。

去年暑假，上海财经大学
的研究团队走进田野乡村，对

上海市青浦区、浙江省嘉善
县、江苏省吴江区的 8个镇

30个村 720户进行了实地调
研。走出象牙塔，将学术研究

植根于中国大地，上海财大的
“千村调查”社会实践项目至

今已连续进行了 12年。这个
传统，将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延续、深入。
“示范区百村田野调查要

干什么，将实现什么目标？”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执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发
改委副主任张忠伟，逐字解读

了这个调查项目的意义：“一
体化示范区”是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
破口，代表重要载体和平台；

“百村”代表调查的覆盖
面———不是一个村，而是若干

个村，显示科学性；“田野”代

表切身体验，不是仰望星空，
而是俯身耕耘，是要走进村

子、走进居民家中进行交流探
讨，发现问题；“调查”是洞察，

就是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
西。“示范区百村田野调查”，

就是在一体化示范区这个国
家重要载体平台上，开展深入

细致、体察入微的调查实践，
发现问题，转化成为政策决策

的参考建议，从而为示范区建
设形成推力。

启动会现场，张忠伟还介
绍了 2020年开局之际示范区

执委会正在推进的四项重点
工作。

■ 第一项： 抓紧示范区空间规划编
制，包括“1+1+6”的体系。其中，第一个“1”

是指示范区两区一县的空间规划；第二个
“1” 是先行启动区五个镇的国土空间规

划；“6”则着眼于专业领域，在水系统、综
合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六个领域将形成

专业规划。

■ 第二项：抓紧 8项一体化制度创新

的突破，在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

项目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
政策、公共信用等方面拿出具体方案。

■ 第三项：排出一批重点项目，聚焦
生态环保、基础设施、产业创新和公共服务

等四个领域，形成示范区的显示度。

■ 第四项：重大战略研究。张忠伟说：

“示范区的建设很热，我们不希望这是‘流
行热’，而是‘战略热’，要着眼于近期能做

什么、如何长期持续发展。 ”

一体化示范区是国家战略的“试验

田”。“试验田”要种出粮食，不仅要味道美，
还要能产出种子，播撒四方，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方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启动
会上，张忠伟用这样一首诗作为致辞结尾，

“百村田野调查就是要低下头来、多接地
气，完成好国家战略。”

本报记者 杨洁

青浦区“优化营商环
境、加强招商投资暨投资促进
会议”日前召开，会上被称为“一号
文件”的“2020 年青浦区加强招商引
资和产业项目推进实施方案”正式公
布，计划以 28套“组合拳”强力推动招商引
资与产业推进。

在区委书记赵惠琴的眼中，打造“长
三角最具制度竞争力的地区”，是青浦区
在 2020年新年伊始许下的雄心壮志。
这一目标如何实现？“一号文件”透
露出何种信号？有哪些“利好政
策”又会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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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古的竹壳热水瓶与茶具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 江南第一茶楼传承茶楼的古老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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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葫村地处嘉善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荨 钟葫村一角

上海 2035总规中明确的四大跨区域战略协同区之一“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优化营商环境【关键词】

扩大有效投资【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