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每年都来桃花岛赏花，这里一年比一年美。”

受疫情影响，景区目前并未完全对外开放，不过，“浙北桃花
岛”的大名，依然吸引不少游客自发前来。工作日上午十时，已有

一些车辆停在北鹤村的道口边。往村里走去，不时遇见三五游人
结伴而行，更有摄影爱好者带上了“长枪短炮”和无人机，一问，

才知原来都是熟门熟路的“回头客”。
循着缤纷落英步入北鹤村，水杉林立的森林栈道初具雏形，

五彩野花星星点点。不远处，湖泊、亭台、石桥、木舟⋯⋯沿岸坐

落着数间民宿，枕水而居。
经土地流转，北鹤村现有农田约 2300亩，其中 1000亩种上

了桃树。“每年三月举行的桃花节能够吸引游客五六万人。”北鹤
村党支部书记鲍中庆说，隔壁西塘有一个汉服文化节也在差不

多的时间举办，不少游客就穿着汉服来桃林里拍照。桃花灼灼，
衣袂飘飘，宛如世外桃源。

这一边，北鹤村的春日主色调是桃红，那一边，相邻的横港
村主色调则是金黄。记者来到现场时，正巧看到大片的油菜花田

中，有一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穿行而过，身后两只白狗欢快追
随，诗画田园，令人艳羡。瓦片砌出的花坛，竹竿围拢的廊道，自
然景观中蕴含细腻匠心，一草一木皆成美景。

渔民村、丁栅村、沉香村、北鹤村、横港村、展幸村⋯⋯

桃源渔歌风景线连接环淀山湖战略协
同区，自北向南纵贯姚庄，全长 16.11公

里，将沿途 6个美丽乡村精品村串

珠成链。地处示范区先行启动区

内，生态宜居已成为姚庄的“绿
色名片”。近日，姚庄成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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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为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注入了
更多生态基因与绿

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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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受疫情影响，

现在应该已经推出两三期
了。”刚忙完一轮坐下的范立

还来不及多说两句，又开始
为新的会议通知奔走起来。

这样的繁忙状态，在示
范区执委会政策法规组已经

持续了一段时间。下周，由执

委会牵头筹办的“长三角创新
工场”将正式启动，作为探索

一体化制度创新、改革举措系
统集成的平台和载体，创新工

场将开门“头炮”的话题设定
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我们这个创新工场还
有 个 英 文 名 ， 叫

‘workshop’。”政策法规组副
组长禹潇主要负责首期创新

工场的筹备工作，说起创新工场的“灵
感”来源，她笑着指着边上正在和组员探

讨工作的组长楼戬说：“之前去嘉善做调
研的时候，听嘉善县政府办负责人员介

绍了他们在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的
经验和做法，我们姚博士现场提了几个

问题，他们对答如流，非常精彩。回来路
上，我们组长的灵感就来了。”

这个“灵感”，让在场的人都为之兴
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回到办公室已

经很晚了，食堂没吃的，我们组去朱家角
聚了个餐，这还是我们组里第一次聚餐

呢。吃饭的时候，大家又进行了激烈的讨
论，达成了共识。姚博，你还记得那天你

问了什么问题吗？”同样忙碌的姚家儒突

然被禹潇问到，转了转工作椅的角度，认
真地回想起来。

“我记得，他们说‘最多跑一次’是刀
口向内的改革，法律法规限制、部门数据

连通、全科受理人员配置是三大难题，我
就问他们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还有

就是政务服务异地办理的必要性。”就在
姚家儒和嘉善工作人员的精彩问答间，

楼戬看到了创新工场最初的模样。
推动一体化制度创新是执委会的首

要职责，如何搭建跨区域发展的“桥梁”，
发挥协调作用？“业界共治”这个词多次

被提到，而创新工场正是执委会基于国
家战略的站位，给示范区“两省一市三级

八方”搭起的集展示、分享、深入探讨，从
而促进改革措施落地的平台。作为一个

长效机制，议题设置、展示分享、参与人
群的范围，将从示范区辐射长三角，甚至

全国。
“省一级部门对一网通办工作高度重

视，长三角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方面提出了新的需求，示范区理当要

做先手棋和突破口，打造区域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旗舰店’。”说到首期议题设定时，

禹潇说，创新工场将在各地优势经验分享

展示的基础上，汇集各方智慧，并通过《改
革备忘录》，把示范区互相借鉴、互相融

合、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促进
各地改革的推进，“首期一网通办这个议

题，老百姓感受度还是很高的。”
协调完手头的事，楼戬终于坐定，说

起了这个“灵光一闪”最终落地的项目。
他说，虽然第一期还没跟大家见面，但后

面几期的议题已经开始筹备。“我们目前
确定了大数据、交通一体化、生态与环境

协调发展等几个话题，不论是显示度还
是市民的获得感都很高，希望可以形成

共识，凝聚合力，推动示范区改革形成你
追我赶的格局。我们争取一个月推出一

到两期，以后大家会经常见面啦。”
一转头，大家又开始了各自的忙碌。

看着他们奔忙的身影，不禁让人开始对
这个长三角“workshop”会“work out”些

什么，充满期待。那就祝开张大吉，我们
下周见！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吴江发出首张示范区“营业执照”
长三角市场准入、改革红利一体化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本报讯（记者 姜燕）昨天下午，恒

力实业投资（苏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孟军从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局长

孙曙东手中接过首张住所冠名“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营业执

照。这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市场主体准入、跨域资质互认、电子证

照通用、改革红利共享进入实质性启动

阶段。

首张住所冠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营业执照颁给了世
界 500强企业恒力集团投资的恒力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名称为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汾湖），

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恒力集团是整
个示范区内本土企业中唯一一家世界

500强企业。

吴江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赵小

华介绍，注册地址为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意味着市场主体可以在示范
区内自由流动，随着示范区各类优

惠政策出台，区内企业可以逐步共
享更多改革创新的政策红利，有效

推动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标准、资
质跨区域互认、电子证照通用的一

体化进程，放大“同城效应”，加快推

动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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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杨洁）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内的 5条区域公交
线今日复通，“两区一县”居民旅游观

光、通勤探亲和购物就医等出行需求将
重新恢复便捷。

“本周一我们接到毗邻公交有
序复通的通知，周二便与青浦周边

的吴江、嘉善、昆山等地沟通，做好

复运准备。”青浦区城市交通运输管
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天起，青浦

区包括示范区公交在内的 11 条毗
邻公交线路统一恢复营运，乘客出

行须佩戴口罩，公交车辆将每天消
毒 2 次。

在运行班次方面，示范区 3路较往

常缩减一半，暂时每天发车 3班，发车
时间分别为始发站嘉善客运中心西 6:

30，西塘古镇 7:05（东方绿舟 8:35）、西
塘古镇 10:45（东方绿舟 12:15）、西塘古

镇 14:15（东方绿舟 15:50）。其他线路恢
复正常。

他带着破产企业走向重生
江苏鑫吴输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献龙

    今年 42岁的曹献龙没有想到，自己的

人生会被这家企业改写。昨天，细腻轻柔的
江南春雨中，他讲起数年前接手江苏鑫吴输

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下称“鑫吴”）的往事，

商场的血雨腥风在谈笑风生中更显惊心动
魄。如今，刚刚替公司抱回政府颁发的绿色

发展奖、高新技术企业、优势成长型企业十
强奖的他，正在酝酿着公司更大的发展⋯⋯

简单人生“遭遇”转折
2015年之前，曹献龙的人生非常简单，

学法律的他毕业后，回到老家吴江进入检察

院工作，三年后进入一家企业任职，业余时间
痴迷于学点经济，做做股票。他给人的印象是

聪明，靠谱，人缘好。也许正是这些秉性，2015
年 4月，有人将他推荐给鑫吴的前任老板。

“那时这家公司在外投资房地产不利，借贷

的大量资金还不上来，形势危急。他希望我
帮他运作新三板挂牌解困。”曹献龙了解这

家企业，业内口碑相当不错，认为一时的财
务危机并不会困住它的发展，便欣然应允。

没想到，细翻账目，曹献龙才发现它关

联企业太多，很多关联公司之间主营业务重
复，上市的道路完全行不通。到了 8月，公司

更因追债人上门，账目均被查封。“这个时候
是有点郁闷的。”回首往事，曹献龙的口气中

还不禁流露出当时的心境。有着法律背景再
加上十几年自学钻研经济功底的曹献龙思

忖再三，认为只有一条路有可能让鑫吴“活”

过来，那就是破产重整。
“不明白的人一听‘破产’两个字就吓坏

了，其实这只是企业破产法新引入的一项制
度，避免清算，让仍有希望的企业获得生

机。”曹献龙的想法来自对企业自身实力的
判断。企业资质在，团队在，业内竞争力强，

一直在做国家电网的项目，手上还有 1.2亿
元的订单，这些都是扭转局面的根本。

一个多月熬来曙光
要说真有十足把握吗？当然不是。在法

院公开向社会招标投资人时，曹献龙心里着

实捏了一把汗，自己说好不是好，别人来抢
才是真的好。一个多月没有动静，他表面上

风平浪静，实则内心焦灼万分。“当时人心惶
惶，不少业内同行已经来挖人。要说当时公

司能稳住，还要感谢进入重整后公司的管理
人汾湖高新区（黎里镇）政府做的四项决定：

肯定鑫吴公司对汾湖发展做出的贡献，全力

支持鑫吴重整；聘用鑫吴现有管理团队；原
则上不减少用工人员；中标合同继续履约，

生产经营照常进行。”有活干，不减薪，工人
就踏实多了。

曙光终于在一个多月后出现。几家企业
争相竞标，最终确定两家共同投资。这时，曹

献龙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有了投资
人，企业基本上就算活了。但从进入重整程

序到 2018年 11月投资人落实近 3 年时间
里，鑫吴可谓负重前行。曹献龙带着 190多

名职工，每年仍然创造几千万元的销售额和

几百万元的税收，挺过了最难的

时期。
一般吴江的企业破产重整

后，债权人最终只能拿回债务总
额的 6%不到。但鑫吴的破产重整，债权人最

终拿回了债务总额的近 60%，在吴江法院审
理的案件中是最高的，即便在国际国内的企

业重整案例中都不多见。

刚出“ICU”就申“高新”
曹献龙评价自己，稳得近乎“保守”，但是

就是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在 2019年 1月便

为鑫吴申报了江苏省科技厅等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刚出“ICU”，有戏吗？曹献龙说，肯定

有。他是个理性的人，喜欢条分缕析后再做判
断，没有把握的事不会去做。同年 11月，鑫吴

获批。

“这又要感谢汾湖高新区政府，面对我们
一家刚完成重整的企业的申请，他们能没有压

力吗？”汾湖高新区经发局相关负责人说，他们

经过审核发现鑫吴满足条件，如果加以扶持，
不仅是为企业正名，更能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当时，示范区刚刚确立，汾湖走在最前沿，
锐气、志气、魄力空前。

去年，鑫吴输电投入 300多万元进行设
备改造升级，随着国家“新基建”的开展，今

年预计销售额将增长 30%。

凤凰涅槃。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曹献龙
对鑫吴有着长远规划。吴江万家企业，犹如一

支庞大的舰队，鑫吴身处中游，如何借示范区
的成立再跃升一个台阶？“要进入资本市场，

走上市的道路。”曹献龙规范着企业的每一步
操作，悉心筹划着将一个健康、成熟的企业带

到公众的视野之下。 本报记者 姜燕

    东风著意 ，

先上小桃枝。 从
S12 申嘉湖高速
姚庄出口，驱车
沿丁枫线往北
约十分钟，嘉善
县姚庄镇北鹤
村的片片桃林
近在眼前。 桃林
现在正值花期，

深浅不一的粉
艳缀满枝头，静
待游人赴一场
春日之约。

四面环水 ，

千亩桃林，素有
“浙北桃花岛 ”

之称的北鹤村，

是姚庄“桃源渔
歌”风景线上的
重要节点 。 上
月，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第一
批 33 个重点项
目公布，嘉善县
美丽乡村风景
线项目位列生
态环保类 ， “桃
源渔歌”正是其
中之一。 春满江
南，正绘就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
区的明丽底色。

【生态宜居 寻一处诗画田园】

    如果说，“桃源”意指美丽宜居的生态环

境，那么，“渔歌”便是鱼米之乡农业文明的最
好写照。黄桃、稻米、水产⋯⋯这条风景线上

不仅有诗画田园，更有鱼果争鲜。
姚庄的黄桃与上海缘分颇深。1986年，

北鹤村栽下第一片 180亩桃林，正是从上海
农科院引进试种的。此后，当地每年都会邀请

沪上专家前来修剪、疏果等现场指导。如今，

姚庄镇上种植有桃林 4500亩，每亩有至少 4

万元的收入。北鹤村还建起了电商中心，依托

“互联网+”，鲜脆蜜果更加声名远扬。
风景线的一端渔民村地处姚庄与上海

交界处，这也是嘉善县唯一一个成建制的淡

水渔民村。抄网捕虾、钓钩捕鱼、牵塘网⋯⋯

渔民村的传统捕鱼技艺可达 45种，渔文化
积淀深厚。不过，今天的村民们已经转变了

传统捕捞作业方式，家家户户发展起生态养
殖业。

天气回暖，三月是放甲鱼苗的时节，村民
们正在家门口忙活开了：五根毛竹拼成一块

板，覆上纱网，放入池塘内，正是甲鱼的“餐

桌”和“阳台”。鱼鳖混养是村里的特色，生物
能源多级利用，可以提高单位水体的经济效

益，渔民村也因此成为嘉善唯一的现代渔业
园区。

事实上，示范区内的生态农业，正往更

智慧更高端的方向迈进。近日，姚庄镇现代

小微农业创业园区项目开工建设，共三期分
两年实施，总面积 900 亩，总投资约 5000

万，建成后将进一步助推现代农业发展。姚
庄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建成后计划引

进第三方管理和智慧管理方式，推广现代农
业技术，改善农田综合环境，进一步为农户

增收。”

    有了好风景，如何带来好经济？打

造田园综合体，是“桃源渔歌”风景线给
出的答案。

3月 3日，在浙江省推动建设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大会上，

“五彩姚庄”田园综合体项目正式签约
落户北鹤村。项目总投资 50亿元，签约

范围约 5000亩，计划 4月份正式启动

建设。
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五彩姚庄”

定位为示范区先行区内的乡村振兴示
范项目，将构建绿水青山“样板间”。五

彩，即以五种颜色代表生态、农业、文

化、旅游等方面的内容：蓝之歌———诗

画江南水乡，计划对项目区域内的水系
进行重新梳理和净化；绿之歌———休闲

生态自然，围绕生态绿色、田园牧歌，开
拓新型农村种植示范样本；粉之歌———

数字亲子文旅，依托 VR、AR等技术进
行体验式乡村旅游；黛之歌———非遗传

承体验，引入长三角范围内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实现江南水乡非遗活态传
承；橙之歌———乡村田园旅居，进一步

开发内部的乡村旅居类项目。
从观光游、采摘游，到体验式互动，

在鲍中庆看来，“五彩姚庄”将升级开发

原有乡村旅游产业，带来旅游观念的变

化，不仅要“吸引人”，更要能“留住人”。
按照设想，在未来 3至 5年时间内，“五

彩姚庄”田园综合体将成为“生态型、江
南韵、国际范”江南水乡品牌。

鲍中庆用“天时地利人和”来形容
这次机遇。“天时，就是长三角一体化国

家战略，姚庄位于示范区先行启动区

内。地利，是江南水乡天然优势，也是美
丽乡村建设打下的良好基础。人和，就

是‘五彩姚庄’项目的落户。”畅想未来，
他的眼里写满了期盼，“或许，这里能够

成为世界级的世外桃源。”

【示范样本 绘一幅“五彩姚庄”】【产业兴旺 品一味鱼果争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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