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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正是沙港村最美的时光

茛 阿婆茶,是沙港村的特色之一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本报讯（记者 姜燕）近日，汾湖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收到了苏州市人民
政府发文批复，确定增设中国（江苏）自

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江苏省汾湖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动创新区。自贸

区联动创新区将先行先试、复制推广自
贸片区改革措施。下放特色改革领域

相关管理权限，对照自贸片区在联动创

新区同步下放市级管理权限。

苏州市去年 12 月出台《中国（江
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联动创

新区建设方案》明确发展目标，到今年

底形成自贸片区与开发区联动发展的

体制机制，先行先试一批重大开放创
新举措。

全国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在苏州
市各联动创新区已基本实现“应推尽

推”，据市商务局统计，在目前已公布的
160项改革试点经验中，苏州市自贸片

区联动创新区共在政策层面复制推广

155条，其中 139条试点经验已落地并
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已初步形成各区

“先行先试”“复制推广”“权限下放需
求”三张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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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是什么样

子？白墙黑瓦、绿柳掩
映，流水淙淙、小船摇

曳。无外如是。

对金泽镇沙港村的最初印象，始于一张集合了所有江南元
素的照片，而对村子的好奇，则是从“花果山”的名字开始的。

听说沙港村有个别名叫“花果山”，想来必定是个有花、
有果、有山的地方。“我们这里没有花、没有果、没有山。”来

自“花果山”的陈之光今年已经 86岁，身体健朗的他笑着
说，“这是以前大家的笑称，说的是我们这里的人头脑灵活，

像花果山的猴子。”过往略有些“贬义”的形容，几十年后再

说起，早已云淡风轻，平添几分趣味。
事实也是如此。被称为“花果山”的长北自然村是沙港村

三个自然村的其中一个，以往很多人跑运输、做生意，以倒卖
旧货为生。但要说到真正的生计，却要从一片黑瓦说起。

“我爷爷辈就开始烧黑瓦，据说是从西塘官窑传出来的手
艺。”87岁的黄运平坐在蓝印花布铺的八仙桌旁，桌上摆放的

是村里人吃阿婆茶时常用的糕点、小食，许阿婆不时拎着被火
焰熏得乌漆墨黑的水壶往杯子里添水，“以前我们这里家家户

户都有小作坊做瓦坯，沿着河道密密麻麻的，做好的瓦坯走水
路送到土窑烧制，就是大家房顶上用的黑瓦了。”

村支书方新是土生土长的沙港村人，对于制胚烧瓦的
过往，仍记忆犹新。“烧黑瓦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上百年历史

了，手艺究竟是哪里传下来的也无从考证。刚开始是自己造
房子用，后来周庄、锦溪、汾湖周边造房子用的黑瓦也都是

从我们这里买，一时间供不应求。看到我们生意这么红火，
隔壁的周庄开始建大土窑，他们现在有土窑文化，反倒是我

们自己没留下来。”
北临长白荡，西有则同港的沙港村，和古镇周庄、锦溪为

邻，周庄更是一水之隔，难怪当地人说起周庄，惯用“隔壁”一
词。以往，谁家的女婿、谁家婆婆是周庄的，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而如今，谁家的孩子在周庄工业区上班也实属常事。
因为常年挖泥制坯，沙港村的地势比隔壁村低了一米有余，为了保护

土地资源，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村里的小作坊被全部叫停，而为了保护水
资源，所有工厂也搬出了村落。借

由发展美丽乡村的契机，“新江南

田园”项目正在全面施工。道路整
改、河道治理，岸边的植被重新规

划。“明年这个时候再来，河边的栾
树和红柚就开花了，会比现在好看

很多。”
离开的时候，许阿婆支在河

边的小火炉里，豆萁噼啪作响，炉

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冒着往日的
生活气息。或许正是这个不那么

起眼的小村子多年前大量运出的
黑瓦，在周边造出了连片的江南

景致。而现在，这里正慢慢描摹出
新的风景。至于哪些东西会留下？

方新说，桌上的麦芽塔饼会在舌
尖传承，而老人们手工纳的千层

底布鞋，或许会带大家“走”出一
条乡村发展的新路。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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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以前的记者们找新闻

喜欢去泡茶馆，老底子的茶馆人
多，是个小型的信息枢纽。最近

常常往执委会跑，偶尔在执委会
食堂蹭饭吃，果然，在这个执委

会工作人员最可能“集中”出现
的地方，我第一次听到了“示范

区金融 16条”。

“我们最近在制定示范区
金融支持政策先行先试的若干

举措，16条每条都是干货。”那
日，在食堂偶遇了刚吃好饭的

营商和产业组副组长刘培，明
显刚见过“Tony 老师”的他，聊

到自己最近在忙的事时格外神
采奕奕，说到关键点，还不忘卖

个关子，“你先去研究研究央行
2月 14日发布的‘30条’，大概
能先有个概念，‘16条’具体内容过几天就

会发布啦。”
没想到，他说的过几天，也就一周不

到。昨天下午，执委会会同人民银行上海总
部等沪苏浙三地 12个部门起草的“示范区

金融 16条”正式出台，在“金融一体化”上
大作文章。“这事是我们组长牵头弄的，有

什么故事你得问他。”发布会结束后，在办

公室再见到刘培时，他乐呵呵地指着一旁
同组的周彬说，“不然，我们两个学物理的，

怎么搞。”
正巧这时营商和产业组组长朱正伟忙

完手头的事，回到办公室。“资本、要素流动
在示范区总体规划纲要里有专章，这本来

就是我们营商和产业组要做的事，但之前
一直没有合适的载体。”从 2月底正式启动

到发布，“示范区金融 16条”的出台用了一
个月左右的时间，其间经过了两轮主任办

公会、两轮征询意见、一轮会签，朱正伟回
忆起这段“隔空喊话”的日子，颇有几分“苦

情”的意味，“要是没有一定的基础，这么短
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

原来，自示范区揭牌以来，营商和产业
组就一直留意着青吴嘉三地“金融创新”的

需求、举措，原本疫情期间想出台相应的金
融支持政策，没想到这期间《关于进一步加

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30条”)发布，

结合其中针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10条
意见，融合之前掌握的各地金融创新举措，

加上走访调研中听到的企业呼声，朱正伟
团队拿出了“示范区金融 16条”的初稿。

为了征询 12个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周

彬的手机里多了几十个联系人，每天打电
话打到半夜也是常事，身边的文件夹里，每

一轮的征询意见稿、各部门会签单是过往
一个月忙碌的见证。“大家还是非常支持和

配合的，你看这份反馈意见上，不仅提了修
改意见，还详细介绍了他们在金融创新上

的做法和探索，这给了我们很多指引。12

个部门没有一起碰过头，这么多流程三个

星期就走完了。”
在一份“示范区金融 16条”的相关材料

上，每一条政策都对应有非常详细的解读，
刘培说，“解读”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他写的，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政策内容，他把各地
一些好的做法当作案例融入其中。“一个月，

相信一个月后就会看到一些探索和尝试的
案例，比如银行的示范区支行落地。”

可如果要从长远看政策的落地和执
行，朱正伟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还有很

多难题需要突破。“比如金融机构在示范区
设立管理总部或分支机构，机构落地了谁

来监管？如何突破现有监管体系，探索区域
监管中心、联合监管模式，这将是非常值得

期待的创新，如果能有突破，在全国都可以
推广。”

然而，示范区本身不就是改革创新的

试验田吗？干起来再说！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本报讯（记者 杨洁）未来

社区会是什么模样？示范区将有
新探索。日前，上海之窗智慧科

学城与阿里云全面深化合作签
约仪式在嘉善举行。

上海之窗智慧科学城是由
嘉善县和中国金茂合力打造的

产城融合样本，项目位于嘉善经
济技术开发区，规划范围约 17

平方公里，计划引进国内外高新
产业，拟建新型商业综合体、高

品质住宅、星级写字楼、文化艺

术中心等城市配套，引进惠灵顿
国际学校、一线公立学校、知名

医疗机构等优质资源，依照“三
年成势，五年成城”的发展目标，

打造一座未来社区的集群标杆。

记者从嘉善县获悉，上海之
窗智慧科学城先行区已集聚高

新技术企业约 20余家，初步形
成半导体新能源、智能制造、生

态农业为主的产业集群。根据总
体规划，未来这里将有约 27万

的人口规模，其中包括约 7万的

常住人口。
阿里云智能地产文旅事业

部华东总经理邢岩波表示，上海
之窗智慧科学城是建设高质量

示范区的重大项目之一，基于
阿里巴巴领先的平台技术和场

景服务能力，围绕文旅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社区人居三大维

度，三方在这里先行启动建成

一座智慧城市的新样本，也是
为未来社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

示范经验。

城市 1小时 度假圈上有座渔歌乡舍

    本报讯 （记者 毛丽君）昨

天下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执委会会同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总部等 12个部门，

出台《关于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深化落实金融

支持政策推进先行先试的若干
举措》（以下简称“示范区金融

16条”）。这些举措不仅对金融

机构、企业来说是利好消息，也
将为示范区内居民生活带来不

小的便利。
鼓励一体化示范区范围内

的金融机构提供同城化的对公、

对私金融结算服务，取消跨域收
费；推进授信业务一体化，支持

在示范区试点跨区域联合授信；
推进金融机构一体化，支持试点

设立一体化示范区管理总部或
分支机构⋯⋯“示范区金融 16

条”围绕推进同城化金融服务、
试点跨区域联合授信、提升移动

支付水平、支持设立一体化金融
机构、推进跨区域公共信用信息

共享、推进一体化绿色金融服务
平台建设、推进一体化科技金融

服务、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合作机
制等 8个方面提出 16条具体的

先行先试举措。
提升移动支付水平是“示范

区金融 16条”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

统计研究部主任吕进中介绍，在
提升移动支付水平方面，人行上

海总部已经制定了初步的工作
方案。

“公交、地铁是最贴近我们
民生的小额高频的支付场景，推

进公共交通领域示范区移动支

付的互联互通，对于提升示范区
同城化金融服务水平和改进居

民支付体验，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吕进中表示，下一阶段，人

行上海总部将在示范区着力推
进银行卡闪付和云闪付乘车码，

“在公交、地铁方面的应用，鼓励
支付机构等市场主体积极开展

合作，实现公共交通领域一卡畅
行，一码畅行。”

医疗卫生领域也是公众关
注的重要民生领域，改善医疗卫

生领域移动支付服务水平，将有
利于提升居民生活的满意度。

“下一阶段，在示范区将着力推
动云闪付电子健康卡和云闪付

医保电子凭证在医院受理，鼓励
支付机构拓展医疗领域相关业

务场景，实现示范区非医保自费
人员电子健康卡和参保人员医

保电子凭证移动支付互联互通，
改进示范区同城化公共服务水

平。”吕进中说。

    2017年确定做这个项目前，张

文轩在村里泡了近一年。南厍村尚未
开发，有着浓郁的江南古村气息，

3000人左右居住的村落，老村 400

来户，新村 200来户，有茶室、饭店、

理发店，还有两家农家乐，很有活力。
“没做科学调研，倒结识了村里

不少朋友，理发的老张，打铁的老

宋，开农家乐的老缪。”在和他们的
交往中，张文轩慢慢知道了自己要

做的民宿是什么样。“它是一个三五
好友能来聚聚的地方，几家人住在

一栋房子里，逛逛老街、早市，买两
条鱼，烧个土灶，吃饭、聊天。”

南厍距离城市圈很近，开车到
吴江市区仅 10分钟，到嘉善 40分

钟，到上海 1个小时。从去年七月开
业以来，“白相里”的客源 50%是上海

人，26%是本地人，其余的来自无锡、

浙江等地。

“很少有这样的文旅产品，开车
一个小时可达，可以说走就走，次日

一早回去，还赶得及回上海上班。”
这段时间，“白相里”就住着一家上

海人，祖孙三代已经住了一个星期。
保留村落的气息，也保留了和

本地人的关系。村里人经常把客人

带到这里吃饭、喝茶，亲戚来了也会
来住。就是闲来逛逛，“白相里”也从

来不拦，经常有房主带着老人回来
看看。

民宿区的人形铁艺还是老宋的
手艺，那天老宋和张文轩花了一个

下午研究，老宋躺在地上摆个姿势，
用粉笔画下来，照着做。“那个头，我

说是直的，老宋头一歪说，你看，挑
着鱼篓的时候头就是歪的。果然，这

么一来，动感有了。”

“让村里人找得到家”

“一年建成不可思议”

未来社区什么样
示范区有新探索
“上海之窗”与阿里云在嘉善签约

    示范区出台 “金融
16条”惠企惠民生

    清晨，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浸湿了东太湖畔吴江南厍（音：ｓｈè，意为“舍”）村口的古树和
青苔。从上海驾车 1小时抵达这里，城市的喧嚣突然沉静了下来。三年来，张文轩已经习惯了每
天往返于上海和南厍两地的生活。

他创办并运营的白相里·绿水人家民宿，是吴江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南厍 e村”首个
乡村振兴项目。 2018年，开发建设方苏州市吴江滨湖投资集团从二十几家竞标单位中选
中了他。那时，长三角一体化概念尚不明确，而青吴嘉天然的地理连接，已成
为投资者和创业者眼中得天独厚的优势。

本报记者 姜燕

■白相里·绿水人家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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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滨投南厍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黄慕蓉说，这是南厍 e村乡村振
兴的首个项目，是冲着打造一个示范区的

目标来的。他们很庆幸找到了张文轩。
“他的方案很符合我们对南厍村的

想象，贴近乡村生活，不是天马行空。”而
后也感动于张文轩的执着。“没事我就来

这呆着，上海的公司完全交给了助理，一

来就顺便拉一车东西，摆这摆那，天天琢
磨着。”张文轩指指空中的一只喇叭，“那

是我从虬江路 30块钱淘来的美国货。”
张文轩惊叹于开发建设方的审美和

效率。“他们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比
如说原有建筑褚红色屋顶的保留。”屋顶

改造与否，是建设中最大的争议。“我和设
计师都坚持改成灰色，但村里的意见是不

变。最终滨投给的建议是保留。他们的回

应我一下子就接受了———连屋顶都看不
到了，村里人回来就找不到家了。”

“白相里”到处是绿植，这边蔷薇新
种，那边芦苇初长，每一个石头缝里都

点缀着绿色。“但是很多地方种着菜，你
看，那里马铃薯刚冒头，这里是育的玉

米苗。”张文轩说，这也是滨投的建议，

没想到客人都很喜欢。
工程中常有设计师与施工方的争

执，滨湖投资集团处理的效率极高，张文
轩经常可以直接对接滨投的负责人，几

乎每次都是当场解决问题。“以我的经
验，这样的民宿项目没有三年完不成，但

这里一年就做完了，简直不可思议。”
根据苏州市吴江滨湖投资集团“吴

江·南厍 e村整体提升改造”规划，南厍

将关注自然生态、村庄环境、产业发展，
使之成为原住民的美丽乡村栖息地、新

移民的创新创业集聚地、旅居人的高端
旅游目的地，促进南厍村实现城市与乡

村的有机结合，新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历
史互融共生。

南厍古称简村，是旧时吴江出入太

湖的港口，那时太湖里渔帆点点，渔民
们在南厍出售所捕的鱼虾水产，换回所

需的生活用品，下湖的、上岸的，在这里
喝茶小憩，交流各种信息，很是热闹。鼎

盛时期，村内的河沟港汊一夜之间停泊

的渔船多达千艘。时过境迁，南厍的码
头功能已然淡化，但村落却保留了江南

水乡村落的自然肌理。

    踩着沙沙作响的石子路面，步入

低矮的木扉，眼前豁然开朗。几栋朴
素怡人的三四层小楼伴着几间白墙

灰瓦、飞檐翘角的江南民居，错落有
致。青石板路泛起水光，拙朴的方石

矮墙，掩映着竹篱茅舍。左侧绿水逶
迤，芳草长堤，静谧怡人，一架廊桥横

卧青波。一个身影来不及收伞，从廊

桥中疾步而出，张文轩一早便来了。
“初到这里的人，都是这样一边

赞叹‘美、美、美’，一边拍、拍、拍。”
张文轩淡定地笑着，看着自己的作

品再一次实力圈粉。
“以前的东西基本都没动，老

树、老房子、老家具，最要紧的是保
留了村落本身的空间格局。”张文轩

说。“白相里”是目前苏州单项目规

模最大业态最全的民宿，15栋房子
只有 6栋楼房是民宿，每栋 4个套

间，可供 4个家庭同时入住，其余小
房子全是配套，如茶室、咖啡厅、供

销社、土灶厨房、花房、会议室、农家
乐餐厅，甚至一间格调素雅的

KTV。

“其实不需要这么多小房子，但
我的理念是不拆，留住村民上百年

来磨合而成的和谐。人们走进村落
时体验到的递进感，感受到的其实

是邻里之间的关系。”张文轩印象最
深的是一位无锡客人的评价“来你

这里，像走亲戚”，“他说得太准了，
这正是我想要的感觉。”

留住百年磨合来的和谐

苏州增设汾湖联动创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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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南厍“白相里”走趟“美美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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