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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游客的到来并没有给景区的商家带来多少

生机，“游客不少，但掏钱的不多。”古镇的商家们
表示，游客一来担心安全，二来自身经济可能也受

到疫情影响，手头紧张。来的游客或自带干粮，或
回家吃饭，偶尔给孩子买点东西，住宿基本没有。

同里旅游表示，受疫情影响，住宿、餐饮、旅游纪念
品的消费均没有恢复到同期水平。

中午时分，一家卖臭豆腐的小吃店门前有两

三个顾客在排队，旁边还有几个人端着食盒正在
边吃边聊，但店主耿女士说，也就是这一会有点人

气，备料只是往常的一两成。而饭店也并不都像
“好运来”那样有好运，不少饭店也是门可罗雀。

在西塘，民宿遭遇的寒冬远没有结束。坐在门
口百无聊赖地刷手机、等客人的一家客栈老板说，

天天“白皮”，整个景区里的客栈哪家能卖掉一间

房，就像中奖了一样，房价七折也无人问津。
在朱家角古镇做了 10多年餐饮的陈孝本经

营的“隐石佳”是古镇里比较有特色的一家餐饮
店，记者采访的当天，店里“中午就接了 3单，营业

额大概也就 500多元”。他说，现在过来的游客很
少在店里吃饭，节假日游客人数多，还相对好些。

下午 4点后，晚市基本上就没生意了。

面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小长假，景区也很难
在吸引游客上做文章。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 4月 13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
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强调防控为先

的原则，明确规定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核定最大
承载量的 30%。因此，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让景区

和商家实现真正复苏，考验着景区的管理者，目前

几家古镇都在想方设法掌握主动权。

西塘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放旅游消费
券 8万张，面值 50元/张，消费券一经推出，很快

发完。同里采取门票特惠、住一晚送一晚、交通补

贴、餐饮在线平台销售等措施刺激消费，并制订
了“同里不止于古镇”的系列旅游线路，丰富游客

旅游体验和选择的同时，客观上也分散了人流。
朱家角古镇正在创 5A景区，除了硬件的提升，还

要考虑旅游的舒适度，产业的配套布局。顾建弟
说，“尚都里目前还没有开放，我们也希望借这个

时间窗口，考虑怎么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拉动

消费。”
无论管理方采取怎样的举措，商家能否在疫

情影响下挺过来，还是要像庞昌荣说的那样“生

意靠人做，自己一定要有信心，做好准备，多想办
法”。

    上午十时许，同里景区中川桥售票中心外游客络绎不绝，人

们扫码购票后有序进入。售票点工作人员介绍，从早上开门便有
游客陆续前来。为了不造成人流聚集，健康码检查设在距离景区

入口约 200米外的路口处。

司先生和同来的几个小伙伴兴致勃勃地在景点前赏玩、拍照，
这是他们疫情以来第一次到景点游玩，人流量超出了他的预期，

“不过全国都解封了，说明疫情控制非常好，所以我们也没什么顾
虑。戴好口罩，注意消毒，不往人流密集的地方去就可以了。”他也

表示，因为就住在附近，准备玩一会就走，不在景区吃午饭。
坐在花坛边休息的邱女士和高先生从苏州新区乘了一个半

小时的公交车前来，这也是老两口疫情后首次出游。“出来前我

和子女报备了，也充分准备了，口罩、酒精、免洗洗手液都带了，
牛肉、啤酒、鸡蛋也带了，还是尽量不在外面吃饭。”高先生说，以

前每个周末都和老伴出游，这段时间闷了两个多月，出来走走心
情好多了。

景区内，河面上游船往来，堤岸边游客或缓步游览，或倚栏
闲坐，适度的人流带来愉悦的旅游体验。中午时分，河边的饭店

已有两三桌客人落坐。同里好运来饭店的老板庞昌荣说，恢复开
园后就有不少游客前来，清明节期间客人最多，平时工作日也有

客人，营业额能赶上以前的一半，周末天气好游客更多，能做到
以前营业额的 80%。“前段时间和清明节期间，两张台子之间至

少隔 1.5米，现在客人少些，桌子才按原样摆。”庞昌荣说，他每
天给店里打三遍消毒药水，500毫升的瓶子装满一天要打掉 3

瓶。“客人看到了放心。”
西塘的游客丝毫不少于同里，下午两点多钟，售票处仍有不

少人刚刚前来购票。这里管控更加严格，需持身份证和健康码才
能入内购票。

古镇白墙灰瓦，新绿正浓，春意盎然。廊下、桥上游客往来不
绝，更有身着唐装汉服的年轻女孩，三三两两在桥边结伴拍照。

路边小吃店、礼品店、画像店也人流不断。傍晚 6时，暮色降临，
仍有少量游客购买夜场票入内游览。

    虽然和往常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不能

比，但人们的出游意愿还是通过实际行动
体现了出来。

朱家角景区办负责人顾建弟介绍，景
区 3月 20日正式开放，每天限流 1.5 万

人，暂时不接待团队游客。过去的双休日、
清明小长假，古镇上的游客明显增多，市民

出游意愿较强。古镇沿街 90%的商铺办妥

了复市手续，八成已经正常运营。“和疫前
相比，现在每日的客流量相对还是比较少，

工作日大概一天就几千人，但周末的时候
1.5万个名额差不多都能预约完。”

苏州同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同里旅游”）有关人士表示，同里

景区于 2 月 24 日起分阶段有序对外开

放，开放至今，客流量呈稳步上升趋势。
最近一周，工作日客流量平均约 1000

人，周末客流量超过 2000 人，与疫情前
同期比较，周边散客及自驾游游客基本

上恢复到同期 8 成。清明节小长假同里
景区接待近 2万人次。

但是，由于疫情期间防控措施，跨省、

跨境旅游受到限制，以及人们对病毒的戒
备心理，旅游意愿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这在同里、西塘和朱家角的游客生态中
有共同的体现。

首先是本地游客多，外地游客少。记者
在三个古镇随访的数十名游客，大都来自

本地如吴江、苏州或嘉兴、嘉善，仅西塘有

一例上海游客，一例浙江其他城市游客，也
都是自驾一小时左右能够抵达。苏州同里

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介绍，受政策影响，
江苏省景区暂不开放跨境、跨省团队游，仅

从散客数据分析，本地游客占比 82%，外
地游客占比 18%。

其次是周末游客多，工作日游客少。工

作日的午后，朱家角古镇比往日多了几分
静谧，游客可以在青石板路上悠闲地边走

边欣赏古镇的小桥流水，感受江南风情。记
者随访中，在目前想为旅游特地请年休假

的人几乎没有，大都是到周边景区逛逛的
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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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月 17日 /星期五 一体化示范区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我想，对于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的发展来说，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称得上是一件“重器”。

在示范区 2020年 42项重点
工作中，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编制和按程序报批，被放

在了第一项。
按照不久前举行的示范

区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通过的时间节点，示范区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将尽快形
成公示成果。按照相应的时

间节点要求，执委会生态和
规划建设组的相关工作日程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公示期要一个月，那就

表示，我们要迅速和沪苏浙
三地自然资源规划主管部门

对接，协调完成规划的修改
完善。你看，这周三是浙江、

周四是江苏，都已经排满
了。”生态和规划建设组组员

沈永飞的桌上，摆着两份一
周工作初排，上面 4月 13日

到 17日每天的工作日程，上

午、下午排得满满当当，即便如此，这份日
程还一直在变。用同组刘王瑞的话说，叫

“边做计划边实施，边实施边修改”。
说起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执委

会主任马春雷用“历史性突破”来形容它。
他说，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份跨省级区

域、有法定效力的空间规划，第一次实现

了跨不同省级行政区、“一张蓝图管全域”
的目标。他说，规划本身就是示范区制度

创新的成果，而探索跨区域一体化制度创
新是示范区的核心使命。

对于承担着完成这一“历史性突破”
大部分协调工作的生态和规划建设组来

说，他们眼中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又是
怎样的存在呢？

“我看过很多规划，除了生态环境专
项规划，在综合性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里，把生态放在第一位的，这是第一次看
到。”刘王瑞翻开了手中汇编成册的规划

草案，这份备受关注的规划，第一次相对
完整地出现在了我面前。规划里，生态格

局被放在城市空间、产业体系等前面。生
态结构、城镇空间、道路交通和轨道系统

⋯⋯数了数，光附件中“高浓缩”版本的大
图就有 16页。

为了协调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
编制，前后开了多少会，每次开会协调探

讨哪些事，都有迹可循。“规划本身意义重
大，但如何形成规划的流程，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或许比规划本身意义更大。这个
沟通、协调的过程，也是一种制度创新的

过程，为跨区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制定

积累了经验。”这是刘王瑞口中“小切口的
制度创新”，在示范区这片试验田上，这样

的探索和尝试，对于跨区域一体化发展来
说，是管用的，并且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这样“小切口的制度创新”在生态和规
划建设组还有不少。有时候在想，究竟什么

是检验制度创新成果的标准？“好用”，或许
是其中之一。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好用”，按

照这个规划，示范区未来的蓝图可以一点
点描绘；工作方法“好用”，可以让其他区域

的复制、推广少走很多弯路。

还是那句老话，对于干活的人来说，
一件趁手好用的工具何其重要。如果这么

说的话，示范区似乎更像一块“磨刀石”，
这里要“出产”的，是一件件可以推进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的“利器”。“利器”需要经
过反复的打磨，而好不好用，就得看经不

经得起反复的试炼了。
示范区的“工匠”们，是时候展现真正

的技术了！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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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头村：高铁站为它南移2公里 当月洽谈 当月签约 当月投产
又一世界 500强企业落户嘉善西塘

景区消费待激励 做好准备多想办法

    ● 同里分中心全面恢复旅

游服务工作， 重点保障苏州地铁
四号线至同里古镇的旅游专线。

【大
事
记
】

    ●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主题为 “示范区共建中国特色能源互联网·一体化同

创国际领先电力新高地”的发布活动，正式发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电力行动白皮书（2020年）》，

进一步明确了电力企业融入示范区建设的重点任务和行动计划。 (黄佳琪 整理)

    ● 多家媒体组团聚焦青浦三大整治推进成果。记者们

走进朱家角镇淀峰村、金泽镇任屯村，通过实地走访，零距离
感受开展三大整治后青浦乡村人居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

    ● 吴江最后一批 38 名支援湖北

医护人员结束了在苏州的集中休养，坐
上大巴，踏上了期盼已久的回家之路。

    杨文头村，沪苏湖高铁线路串起的明珠

中的一颗，规划中的汾湖站便设在它的南边
约 2公里处。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为了不破坏

它的样貌，原本规划在村上的高铁站竟不惜
南移。日前，记者来到苏州吴江汾湖高新区杨

文头村，揭开这座美丽乡村的神秘面纱。
入村一条 600余米的香樟大道，开阔大

气。道路左侧工厂依次排开，右侧民居比邻

而建。向村落径深处走去，路面一尘不染，两
侧绿树繁茂，垂柳、冬青、香樟、樱花比比皆

是，草坪翠绿，地面堆土成丘，缓缓起伏，宁
静中平添几分动感。村中建有东湖公园、西

湖公园，依湖原有水域整建，是村民晚间休
闲的最佳场所。9公里环村公路沿杨文荡水

面绵延绕村，是上世纪 90年代村民齐心协
力抛石填湖建成，今天已成为村里老年人最

喜欢的健身步道。村民早已脱离农业，田地

包给大户机械化生产，但村南还为每家每户

保留了菜田，既不失农村本色，也满足了村
里老人孩童拾瓜弄菜之乐。

这里有渔歌互答。村西的杨文荡水面开
阔，野生鱼类丰富。村民早起迎着朝霞，撑小船

在杨文荡撒上一网，再剥上几把鲜嫩的毛豆
籽，午餐餐桌上就多了一盆土法烧制的毛豆

籽烧鲫鱼，鲜上加鲜。也有许多钓友慕名而来，

临湖垂钓。
“我们这里是一座藏在公园里的村庄。

村民精神生活富足。”杨文头村党委书记胡
宇元说，附近村子经常有人来打篮球、休闲，

城里人也常有人来参观游玩，羡慕这里桃花
源般的生活。

这里也有锐意进取。早在改革开放前一
年，头脑灵活的村民们就将眼光投向三白荡

外的世界。“村子历史上就有与上海交流的

传统。农闲季节，村民一早摇着船，载着农产

品，到金泽集市参与交易。再远点的，穿过淀
山湖，到朱家角采购生产资料。船一出村，过

三白荡，入元荡，到淀山湖，就是另外一个世
界，眼界豁然开朗。”65岁的吴金度是土生土

长的杨文头村人，他和村里的同辈人经历了
村子从创业走向辉煌。

“1976年讨论办第一家村办企业，次年造

水泥预制件，原材料来自上海，产品也销往上
海。每个生产队发动村民筹集农产品，开着机

帆船到上海去换工业原料。”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船只车辆将村办企业的产品运往上海

郊县、市区，远的过黄浦江到当时的浦东各县。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杨文头村的老书记更具
魄力，将村办企业的大本营直接落户上海，他

本人星期一到星期五在上海办公。这段时间
积累的财富为杨文头村打下了厚实的家底，

村里的绿化、道路、规划都在那时奠定了基础，

道路硬化、亮化，村办养老，一系列举措无不得
风气之先。后村办经济转制，村里收入逐渐多

元化。而经过多年村办企业的历练，村里也有
许多人出去经商办厂。

现在，杨文头村的经济与上海的联系更
加紧密，并延伸到人文领域。2017年 11月，

杨文头村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2019

年，村书记还带队到上海先进村结成党建联
盟，参观并学习环境卫生和垃圾分类的先进

做法。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建立，更给杨文

头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杨文头村
开车到同里、黎里和周庄三个古镇均只有十

几分钟车程，高铁开通后，到上海、苏州和浙
江等地更加便捷。胡宇元说，杨文头村在高

铁新城范围之内，一些规划已在积极推进，
旅游、民宿、商业地产都在设想之中。本周

末，他还邀请了南京大学的规划设计专家现
场勘察，为杨文头村如何适应高铁新城的发

展方向出谋划策。 本报记者 姜燕

    本报讯（通讯员 倪峥嵘 记者 黄佳琪）又一世
界 500强企业落户嘉善。近日，嘉兴综合保税区 B区
（以下简称“综保区 B区”）管理委员会与物产中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中大国际货运有限
公司在嘉善县西塘镇举行签约仪式，这标志着世界

500强企业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落子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

据悉，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浙江省国

资委控股企业，集团 2018年度在世界 500强企业
中排名第 249位，具有物产集团特有的强大资金优

势及优质的贸易背景。此次落户综保区 B区的浙
江中大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是集团下属贸易子公司，

一期投资 1000万元，主营方向为家用电器、办公用

品、电子产品、针织纺织品及原料、日用品等。
该项目实现了当月洽谈、当月签约、当月投产。

高效的速度离不开西塘镇发挥综保区 B区专业优
势，加快“最多跑一次”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

最大限度方便企业，综保区 B区的服务专班迅速
行动，帮企业全程代办，仅一天时间就办好了工商

营业执照手续。“站上新风口，根据产业引导目录，

我们列出了招引目标企业清单，着力实施清单式招
商引资。”综保区 B区管委会副主任许海峰表示，

此次新项目落地正是西塘镇发挥综保区 B区政策
优势，落实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特色型服务

经济要求，实施清单式招商引资的又一大成果。
据统计，近年来，西塘镇发挥综合保税区专业

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先后引进富士康等世
界 500强项目 7个。

4月 16日4月 15日4月 13日

售票处络绎不绝
购票扫码有序进入

慢回暖,人“适度”,踏青出游正当时
———同里、西塘、朱家角三镇景区恢复开放体验记

旅游意愿在上升 疫情影响有两特点

景区恢复开放之后，长三角旅游慢慢回暖，水乡古镇重现游客踏青
出游的身影。限流、层层检查和网上提前预约并没有抑制人们出门的意
愿，反而增添了一份安心和放心。上周，记者前往同里、西塘和朱家角三
个古镇，亲身体验当下特有的“适度人流”带来的愉悦。

■ 游客每日有一定限制,朱家角古镇人流量“适度”，

游客从容享受一日闲暇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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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清树阴浓的杨文头村 本报记者 姜燕 摄

本报记者
姜燕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