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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水平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成立

泰州

沪泰直通车集聚“融沪”效应 湿地引来鸟群栖息

乡村振兴焕发“乘数效应”
温州泰顺 ：老村庄串珠成链

千岛湖供水工程城北线通水

杭州

浙江建立省域专技“人才地图”

长兴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启动

    徐岙底古村落、圆洲古民居、塔头底古村

落、库村古村落⋯⋯在温州市泰顺县的县域

地图上，历史悠久、保存完好的古村落犹如一
颗颗珍珠，散落全县。据相关数据显示，泰顺县
纳入省级数据库的历史文化村落多达 39个。

保护古村落是保住乡村文化的重要基

础。从 2013年起，凝聚共识的泰顺县大力开
展古村落保护利用，不仅让“珍珠”重焕光彩，

还“串珠成链”，实现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焕
发“乘数效应”。

古老的村落活了
“泰顺县早年交通不发达，与外界交流较

少，也因此拥有了大量保存较好的古村落。”

据泰顺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这些古村
落大多数处在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中，多是

聚居形态的血缘村落，但却始终保留着原有
的乡土文化。“徐岙底古村落则是泰顺县保存

最为完整的一座古村落。”

近年来，泰顺县高度重视历史文化村落、不

可移动文物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

作。在此基础上，又出台《泰顺县美丽乡村升级
版战略规划》，围绕旅游线路及产业发展等要

素，从生态人居建设、生态环境提升、生态经济
推进、生态文化培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划。

在制度先行的推动下，包括徐岙底古村落等
在内的古村落，一手抓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利

用，一手抓“美丽乡村”建设。目前，上交垟村依托

交垟土楼，拟打造省内唯一的土楼古村和 3A级
旅游景区村；徐岙底古村落依托传统村落开发，

计划 3年内创成全省旅游示范村⋯⋯泰顺以这
种保护性开发的方式，让古村落“活”了起来。

村民的生活富了
泰顺县塔头季农家乐负责人季永族怎么

也没想到，总桌数才 5桌的农家乐，自 3月份

复市以来，短短 3个月的营业额竟然达到 30

万元左右。季永族的农家乐位于雅阳镇和平

村。和平村下辖 4个自然村，其中，塔头底自然
村是一个有着 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内至

今仍保存着 7座明清时期较为完整的建筑群。

“自 2007年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以来，
和平村焕然一新。”村干部季永机介绍，2015

年，“筑巢引凤”的和平村通过招商引资成功
引入社会资本，计划以氡泉水和民宿相结合

的方式，将塔头底古村落打造成国内唯一的
庭院式唐风日式氡泉民宿。随即，还聘请专业

机构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古村落内老

化、损坏的古建筑进行修复。2018年，位于塔
头底古村的迷途·七厝民宿修缮完成开始试

营业。这座扎根泰顺山野古村的民宿，一经推
出就带动塔头底村成为“网红地”，游客如

织。和平村的村民也乘上东风，有的开出农家
乐、民宿，有的在家门口卖起了农特产品⋯⋯

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还带动了村民致富，真
正实现了“整村开发”“村旅结合”。

发展的步子快了
串点、连线、成带，抱团发展。近年来，泰

顺县以美丽乡村、山海协作、西部生态休闲产

业带建设为契机，以绿为底，勾勒出乡村振兴

的秀美画卷。
2019年，一条描绘了“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新画
卷的“匠心人文”乡村振兴示范带，令人眼前一

亮。这条乡村振兴示范带位于泰顺县筱村镇，
通过挖掘提炼包括古建筑文化、农耕文化、非遗

传统文化在内的三大匠心文化，沿着流淌过文

兴桥、文重桥两座国保廊桥的玉溪，串起了长约
9.3公里、面积约 12.6平方公里的 5个美丽乡

村，其中有 3个乡村被列入省级古村落名单。
今年，依托特色古村落旅游资源，筱村镇

的乡村振兴事业如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古村落保护利用带动了旅游业的兴起，筱村

镇经济薄弱村因此实现全部摘帽。而随着
一个个旅游项目的先后落地，筱村镇也逐

步从“景点旅游”迈向“全域旅游”。在这片青
山绿水间，农业产业化破茧蝶变，民宿经济蓬

勃发展，正散发出泰顺古村落的文化魅力与
历史古韵。 刘志媛 胡炎桢

    本报讯 杭州市千岛湖供水工程城北线

日前建成通水，标志着杭州的供水格局进入
新的阶段。杭州城北及余杭区临平创业城全

域等区域的居民，可以饮用千岛湖水了。

城北线全线长 28.6公里，设计输水规模
165万吨/日，总投资 28.5亿元。据杭州市水

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线工程采用隧洞
和管道组合方式，是一条全封闭的“地下水动

脉”，这样既保证了水资源不流失，也能防止

污染物进入。城北线通水后，杭州城北区域将
实现千岛湖原水的全覆盖，同时余杭区大部

分区域也得到供应。 （孙磊）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借助沪苏通铁路

开通、沪泰动车通车的“东风”，近日，泰州城
市推介会在沪举行，共签约项目 30个，总投

资 410亿元。
泰州，位于江苏地理中心、长三角中轴，

随着“轨道上的长三角”逐步变为现实，泰州
将从都市圈层交叉地走向经济地理中心点。

近年来，沪泰两地往来愈发热络。泰州六成以

上的企业与上海建立合作关系，仅泰州医药
高新区就有一半以上的科研项目是与上海合

作开发的。每年，泰州接待上海游客 500万人

次以上⋯⋯7月 1日，沪泰动车组开通运营，

两座城市由此跨入“2小时朋友圈”。届时，两
地各类资源实现无缝对接，将为泰州加快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发展提供空间支撑。

    本报讯 “加装电梯后，上下楼将会方便
很多，政府出台的这项惠民政策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很大便利。”近日，长兴县雉城街道通

宝城二期 10幢 1单元楼道口，工人们正在搭
建电梯地基的钢架结构，该单元住户刘伟锋

对今后的生活充满期待。
据介绍，该单元楼电梯加装建设，标志着

长兴首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正式启动，

预计下月底投入使用。今年 1月，长兴县出台

《关于开展长兴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
实施意见》，明确县中心城区范围内，建成并投

入使用 2年以上的多层普通住宅业主，可申请
加装电梯；四层及以上的非单一产权既有多层

普通住宅加装电梯的，需先进行住宅安全性评
估，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后，可申请安装，

县财政将给予每台 20万元的补助。（赵斌）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总投资 200亿

元，总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占地 500亩，以

材料科学领域中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江苏
经济发展重大需求以及未来科技革命的前沿

技术为“三大重点”进行科研攻关⋯⋯近日，材
料科学姑苏实验室（以下简称“姑苏实验室”）

在苏州揭牌成立。该实验室以建设国家级实
验室为目标，高水平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姑苏实验室规划通过五年左右的一期

建设，集聚 1000名以上的科研、技术及管理
人才，建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材料研发等

公共平台，突破一批材料领域核心基础科学

问题和关键共性技术问题；通过二期建设，
到 2030年，骨干人员规模达到 3000 名以

上，涌现出一批标志性的原创成果，力争跻
身世界一流材料实验室行列，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化科技创新策源地。

据了解，姑苏实验室将重点打造科研项

目立项管理与集成技术开发机制、开放融合
的科研协同创新机制、“一室两制”和分类评

价的人才发展机制。同时，还将实行现代实
验室管理制度，充分激发高层次人才和创新

团队的积极性，全力打造最优创新生态。

    本报讯 为响应“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

府数字化转型要求，近日，浙江省开发了全
省新版专技人员职称系统，经台州、金华两

地竞争性试点，现已全面启用。该系统打破
浙江省职称信息的数据孤岛，可全面掌握专

业技术人员的成长轨迹，实现基于省级行政
区域和类别的“人才地图”。

新版专技人员职称系统以专技人才业

绩档案库为基础，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接数据
共享平台，共享申报人员的身份、社保、学

历、单位以及论文、专利等信息，大幅减轻浙

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的填报负担。
“通过全面梳理全省各级职称评审上下

级对应关系，实现省、市、县三级业务联动，
同时我们根据不同评委会的实际需要灵活

订制，实现全省高、中、初级职称申报、审核、
评审、公布、发证‘一网通办’。”据系统运营

人员透露，这一平台的启用，能够为专技人
才、用人单位、各级管理部门提供“最多跑一

次”的职称公共服务。

“该系统的决策分析平台通过对专技人

员业绩档案库和职称信息库的大数据集中，
实现对浙江省现有专业技术人才情况的全

面分析。”据浙江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通过这一系统，浙江已建立起专技人

才职称评审“一证两库三平台”，即电子证
书、专技人员业绩档案库、专技人员职称信

息库、申报审核评审平台、监督管理平台、决
策分析平台，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浙江省专技

人才结构地图。 （王蒙）

实现职称评审“最多跑一次”

盐城
    2019年 7月 5日，位于江苏盐城的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盐城东台境内的条子泥是其中重要的组成
部分。每年，全球超过一半的勺嘴鹬会来到条子

泥觅食、换羽，停留时间长达 3个月。东方白鹳、
小青脚鹬、黄嘴白鹭、鸿雁、黑嘴鸥⋯⋯这些被

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鸟

类，都会在此停歇。

自申遗成功一年来，盐城持续探索世界自
然遗产可持续发展新路径，推动黄海湿地成为

“共建共享、永续利用”的和谐遗产地。
李东明 文 周晨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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