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苏湖铁路初步设计

获批。全线设上海虹桥
站、松江南站、汾湖站、盛泽站、南浔站、湖州

东站（纳入湖杭铁路工程）、湖州站 7个车站。

项目建成后，沪苏湖铁路将与沪杭客专、宁杭

高铁、湖杭高铁、商合杭铁路相连，共同构筑
快速铁路客运网络。

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

《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
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规划提出，长

三角将统一规划建设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加
快构建上海大都市圈以及南京、杭州、合肥、苏

锡常、宁波都市圈 1小时通勤网，完善昆山、嘉
善等临沪地区一体化轨道交通系统。

苏州市吴江区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吴江区人才优先购买商品住房的实施办法》

全文， 其中提及将把 30%的房源作为人才优

购房。 黄佳琪 整理

日前

    本报讯 （记者

杨洁 通讯员 张海
斌）近日，嘉善县西

塘镇举办高质量发
展投资说明会，华芯

投资项目、赛伯乐投
资集团西塘创新中

心项目、上海品牌产

业化基金项目、吉光
人力资源项目等 10

个项目现场签约。
10 个项目中，

有 3 个超亿美元外
资项目，合计总投资

3.5 亿美元；3 个基
金项目，基金规模

超 50 亿元；1 个人
才科技项目，由院

士领衔；2个平台及
一个招商专业合作

项目。项目点多面
广、较为成熟，均体

现了“高质量”“生
态绿色”及“科技创

新”三个关键词。
西塘拥有千年

的古镇，也有年轻的综保区。成立于

2010 年的嘉兴综合保税区 B 区，已
成功引入法国液化空气、日本住友

电工、中国华能、物产中大等 5 个世
界 500强项目；另外引进的还有中

国民营企业 500 强富通全产业链

项目、全国供应链行业龙头企业

华松供应链、惠鸿供应链等企

业。

下一步，西塘将重点谋划

祥符荡创新中心开天辟地、千

年古镇品质复兴、综保区提档升

级、环境综合整治全域秀美等工

作，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发展

为契机，聚焦未来产业的引育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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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二代”给传统企业安上智能“大脑”

    位于厂区办公楼最高层，几乎占满一层，

270度的视野，俯视着门前的吴江大道与周
边，苏州铃木电梯有限公司“小王总”王晓的

办公室可谓豪华。但办公室空间的开阔与简
朴的陈设形成鲜明对比，隐隐透出他低调务

实的性格。作为“创二代”，“八零后”王晓不仅
交上了令父亲满意的考卷，还带着企业完成

了由传统向智能化的转变。

进厂下车间历练
“疫情对电梯行业影响不小，我又刚刚接

手销售，等于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王晓坦

诚地说，这些天他一直在积极与客户联络，想
办法把时间追回来。

从小就被父亲当作接班人培养、百般历
练的王晓，遇到这样突如其来的困难，并不会

手忙脚乱。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到外住宿读

书，曾在上海商学院求学，后又独自前去新加

坡学习贸易和工商管理。2008年回到吴江

后，他没有直接坐进办公室，而是进车间当工
人，学习使用车床，做电梯部件。半年之后，他

开始进入采购部、技术部、物流部、质检部、售
后、安装等各个职能部门轮岗，了解公司的运

营管理。4年前，他才当上总经理。

去库存通过“大考”
但这样是不能服众的，王晓说：“要用数

字说服人。”2016年前后，公司库存的压力最

大，难点和痛点就在于销售和生产上的摩
擦。传统的电梯销售做法是款到发货，所以

要提前备货，积压全部得由电梯厂商承担。
“积压几十台、上百台就是几千万元，光利息

就是多少钱？更不要说还要垫付供应商的货

款。”王晓抓住国家鼓励企业清库存的契机，
重新设计付款交货的模式，将发货时间调整

为收到货款后 7-10天内发货，与客户协调
攻坚；同时修改电梯制造方案，如将电梯后

壁与侧壁拼接的 3 块门板分成两边是标准
件，中间是灵活件，根据客户电梯井的尺寸

调整定制，大大缩短了制造周期，又降低了
积压量。

率企业转向智能化
这几年王晓还完成了企业信息网和智能

化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接轨，整个生

产运营的模式都要调整。”王晓说。电梯是传
统行业，但从 2016年开始，铃木电梯就开始

推动智能化制造，很多环节从人工转为由机
器臂焊接，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内部

管理则采用 ERP系统，实现办公软件化。
“做实体不能浮，必须

一步一个脚印，这是我

这几年的收获。”王

晓说。去年下半

年，王晓开始接

手销售。“父亲

说等我把市场

把控起来，他

就可以放手了。

希望我能尽快

了结他的心愿。”

说到这里，王晓难

得地露出笑容。

本报记者 姜燕

苏州铃木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晓———

三件事还原绿色生态
“不久的将来，环元荡湖将建起一条美丽

乡村带，车道、自行车道、步道都与青浦的淀

山湖同一标准。”汝胜华注视着一整面墙的
《元荡村“三治”排摸示意图》，话语中充满信

心与期待。要让乡村变得宜居、美丽，前提就
是治违、治污、治隐患。地图所在的位置———

书记办公室外的墙面，足以说明管理者和建

设者的决心。
“吴江大道和莘七线衔接处这里，现在是

一片公园。以前是一些给电梯做五金配件的
小厂和废旧金属收购站，外观上很不美观，也

有污染。”汝胜华介绍，2018-2019年他们把
这些老厂全部整治掉，改建成廉政公园。元荡

村是吴江第一批有村级纪委的村。
“这边的一片工业，今年 5月马上拆，目

前正在和企业主商谈。”这几年，元荡村通过
三治、三优三保、散乱污整治等多种方式将元

荡湖周边的小、旧和污染企业全部腾换出去，

复绿复耕，还原出绿色生态的底色。
“这一片，以前都是鱼池。江南水乡水质

较好，养殖业发达，也解决了老百姓的出路，
但也对元荡湖及支流造成污染。2019年，我

们着手将距元荡湖岸线 1公里范围内的鱼池
和辖区北部鱼池清退，一年工夫全部退鱼还

田。汾湖一带种植业是两季，污染最小。”

此外，元荡村还投资 2000 余万元，自

2017年下半年起，为下辖的自然村庄安装农
村污水处理系统，使辖区内农户污水分流比

例达到 85%以上，2019年上半年工程已全部
竣工，投入使用。

这三件大事，再加上农村人居环境改造，
使元荡村剥离了过去发展套在身上的枷锁，

呼吸上了生态“氧气”。

“接下来就是配合示范区规划，打造一条
环元荡美丽乡村带。一边是美丽的村庄，一边

是美丽的元荡湖。”汝胜华一转身，说，“走，带
你们实地看看去。”

环元荡设计对接上海
吴江大道入莘七线（吴江大道延伸段），路

边即见新落成的廉政公园，刚铺的草坪犹如绿

毯，新植的树木支撑护栏尚未撤去。“现在这样
美，你很难想象原来杂乱无章的模样。”汝胜华

说，小企业虽然曾有过很大的社会和经济效
益，但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出现瓶颈，对环境造

成污染，必须痛下决心全部拆掉。“做成公园，

让老百姓也看得到对比，有获得感。”
自莘七线左转，驶入即将建设的四好公

路。这是一条看上去有些年头的乡村公路，水
泥路面，没有护栏，但它沿元荡湖展开，先天

的地理优势赋予它新的生命。未来，它将在第
一道转弯处改为向北延伸，连接起元荡村的

吴家村、三好村的善湾村和东联村的许庄村

三个自然村，打造环元荡美丽乡村群。港南村
和龙泾村两个行政村也跻身其中，将在工程

二期启动建设，此外，还会打造一些三星康居
村和精品村庄。

“这里就是吴家村，接下来向北开往东
联，元荡村就像整个环元荡美丽乡村的‘入户

门’一样。”汝胜华不无骄傲地说。

“你看到的现在还比较乱的地方，要全部
改成绿化，做环元荡景观带的驿站。这个厂房

这里，规划做沿线的步道。右边封闭施工这
里，正在做景观泊岸，等自行车道和步道设计

好了，一起推进。”汝胜华说，元荡村新建岸线
有 4.75公里，步道 3.6公里，整体有二十多公

里。”由于元荡与淀山湖连通，所以环元荡的
景观带，包括自行车道、步道的宽度，服务的

配套，驿站的设置，都要与上海对接，做到标
准一致。“上海的规划局到我们这边来的次数

很多，大家沟通得很充分。”
汝胜华语速很快，思路清晰。两年半前，

他从机关调任到元荡村，工作性质和强度大
大改变。“农村工作的特殊性也带来了上班时

间的不确定性，不同于以往的朝九晚五，现在
每天都很早到村，因为想想还有很多事情等

着去处理、去解决，有时候甚至早上 7点就到
了。经常忘了哪天是周末，周六基本在上班，

周日也做好加班的准备。有一点不太好，为了

和村民拉近关系，更好推动工作，以前不抽烟

的现在也学会了。”汝胜华说。上面千根线，下
面一根针，乡村工作千头万绪，很多都关乎老

百姓的切身利益，村委既要按照政策办事，又
要说服老百姓去理解去支持，如何在两者之

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把握起来难度很
大，很考验村两委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过，汝胜华说：“农村工作虽然很辛苦，

但看着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事情办好，
把矛盾处理掉，把基础设施提升了，把人居环

境改善了，自己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这是在多
年机关工作中无法体会到的。”

水质渐改善银鱼重现
元荡水治理和环元荡美丽乡村群建设，

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重点项

目。元荡湖是 23个江苏省管湖泊之一，也是

汾湖最大的淡水湖，水质每天由省级单位检
测与报告。

就在前几年，元荡湖上一眼望去还全是
网箱，政府下大力气，花大本钱，全部拆除，恢

复生态，又成立了元荡湖治理基金会，每年
根据元荡湖的水质，投放相应的鱼类和贝

类，清理水环境。经过几年的治理，元荡湖水

质逐渐改善。“一个重要指标是银鱼出现了，
以前元荡有很多鱼种，尤以银鱼闻名，但水体

遭到污染后消失了。今年元月，我们发现银鱼
又回来了！”

步行进入一片沿湖景观区，穿过宽近百
米的绿植带，碧波荡漾的元荡出现在眼前。信

步湖边小径，右侧是开阔的湖面，微波轻轻拍
打着岸边，发出轻柔的水声。几丛芦苇随风摆

动，景致怡然。时而有叫不出名字的水鸟掠过

水面，给人带来亲近自然的惊喜。左侧油菜田
两周前还是一片花海，现在已然结荚，又是另

外一番景象。
“这片景观区是六七年前建成的，将来环

元荡景观带比这个还要好。”汝胜华说。
不远处一座天然形成小岛，现在上面还

有人居的痕迹，专家建议还小岛最初的模样，

甚至切断其与陆地的连接，恢复岛上生态，留
出一片让鸟儿栖息的家园，形成元荡一处特

殊的自然景观。
傍晚时分，走在阴翳的树林中，点点夕

阳漏过枝叶洒在身上，啾啁的鸟鸣此起彼
伏，好像在相互应答，呼唤归巢。数年之后，

环元荡景观带和美丽乡村群落成迎客的模
样，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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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链通”打通产业链
三地税务靠前服务助力外贸企业打开国内销路

    本报讯 （记者 黄佳琪）受全球疫情影

响，今年有不少企业发展的“春天”都比以往
来得晚一些。针对疫情带来的供销难题，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税务部门近日
靠前服务，启动“云链通”行动，依托税收大数

据，帮助外贸企业寻找条件匹配的“买家”，顺
利打开国内销路。

位于嘉善的财纳福诺木业（中国）有限公

司是一家比利时投资企业，生产实木地板等
产品，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地区。受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今年国外订单大批量取消，亟需寻
找内销采购商。

通过税收大数据匹配，税务部门为财纳
福诺木业找到了国内知名建筑装饰上市公司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过

洽谈，双方迅速达成合作意愿，目前正就具体
装潢项目的合作进行商谈。

财纳福诺木业迅速寻找到国内“买家”
并非个例。此前，苏州爱德家居有限公司的

产品主要销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市场，疫情期间国外市场紧缩，企业销售额

大幅下降。正当企业努力寻找国内客户时，

企业负责人张正华接到了来自吴江税务局
的电话，对方向他们推荐了一家位于上海

青浦的采购方。在吴江、青浦两地税务部门
的协助下，爱德家居与青浦一家家具销售

企业迅速完成供需洽谈。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税务

部门为何能如此精准把脉企业需求，替企业

迅速打开国内“销路”？这背后离不开税收大
数据的支持。据悉，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

嘉善三地税务部门于今年 4月联合启动了长
三角示范区税收助力打通产业链的“云链通”

行动，目的就是通过一体化运用增值税发票
等大数据，为供需双方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助

力企业“全链复工”。

据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
风险管理局局长白金东介绍，此次行动主

要面向的就是示范区上下游企业，通过微
信公众号、钉钉、行业协会等多种渠道发布

需求信息调查问卷，在税务部门在了解企
业实际需求的基础上，依托税收大数据匹

配合适的采购商或供应商，并安排“税务管
家”征询接洽意愿，从而促进产业链精准对

接。
据悉，目前三地税务部门已为 17户企业

匹配 28户上下游企业清单，内容涵盖家具、
通讯器材、电线电缆、五金工具等。

“天气好的时候，向东能看到青
浦大观园的那座塔。”站在元荡湖边，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元荡村党委书

记汝胜华指着湖的另一边说。元荡曾经是淀山湖的一个湖湾，
后因芦苇滩封淤，才成为独立湖泊，今天五分之四属江苏汾
湖，五分之一属上海青浦。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成立，元荡成为区域内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环元荡美丽乡村
群的建设，元荡村是“入户门”，记者日前走访元荡村，希望从
一村的整治改造中窥见整个环元荡建设的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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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荡村村舍一隅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杨
舍
村
：

我
有
一
个
“红
楼
梦
”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

美玉无瑕⋯⋯”30多年过去了，
园子里还响着耳熟能详的旋

律，蓦然回首，曲径通幽的景致
依然没变，去过的人都说，这里

还是原来的样子。
金泽镇杨舍自然村，曾因一

个“红楼梦”红极一时。1978年

10月，上海市园林管理局提出辟
建淀山湖风景区的规划设想，10

年后，1988年 10月，淀山湖风景
区竣工对外开放，这便是“上海

大观园”。以往的杨舍村，就是
“大观园”落座的地方。

“东临淀山湖、西濒元白荡，
九条江穿流而过，村中心有一个

圆形小岛叫荡田圩，就像九龙戏
珠，所以这里以前也叫九龙港

⋯⋯”因为修建“大观园”，杨舍
村整体搬迁，以往的种种只能在

老一辈的讲述里慢慢还原。几十
年过去，74岁的任银生还能准确

找到荡田圩的所在之处，拿个小
石块便能画出“戏珠”的九条河

道，“原来岛上有学校，我们上学
都是要划船过去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
“大观园”，杨舍村村民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家
就在‘潇湘馆’边上，后来在‘大

观园’保卫科上班。”这一代人
对“大观园”的感情，在感恩它

为生活带来的改善里沉淀，76

岁的杨德荣便是如此。
作为 87版《红楼梦》的取景地

之一，“大观园”成为上世纪 90年代
国内最热门的景点之一，放到如今，

也可称得上是“网红”。“我还记得以
前最多的时候，一天三四万人，旅游

大巴把周边的路都堵住了。”回忆起
昔日的景象，“大观园”办公室主任

李祥生说，“大观园”一度每年游客

量达150万至160万，“想当年，有
几个上海小囡没来过这里？”

“我小的时候是一边玩泥巴
一边看着这里建起来的，最早是

‘怡红院’，元妃省亲的‘大观楼’
是最后建的。”后来，在离“大观

园”一公里远的地方，有了杨舍

新村，原来的村民大多聚居于
此。这里如今是金杨居委会的辖

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王利强对园
内的每一条路、每一处景观，都

如数家珍，“这里的庭院、建筑，
都还原了《红楼梦》里的描写，所

有的摆设也都保持着原样。”
时光流逝，檐角落满松针，

庭院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大观
园”亦不复往日“踏破门槛”的繁

华。这一点，伴随着它成长的人
都看在眼里。“以前梅园里有

4000多棵梅树，是国内四大梅园
之一，现在已经不复当年好风景，

可惜了。”38岁进“大观园”做绿
化的孙治强如今已 79岁高龄，

他仍憧憬着，这片承载了他青春
岁月的土地能再现往日风光。

“靠我们单独的一个景点
想要有新的发展比较难，希望

借着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总
体规划，可以和青西的景点联

动发展，和周边的古镇错位发
展，和环淀山湖的规划协同发

展。”在李祥生的设想里，杨舍

村人做了一辈子的“红楼梦”可
以在新一轮的发展里“重生”。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从元荡一村整治改造看环元荡美丽乡村群建设全貌

重整“入户之门”“明珠”新颜可期
本报记者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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