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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交通瓶颈 串联田园乡村
南京江宁“小川藏线”让村民出行变通畅

    初冬时节，一条“网红路”又开始在徒步、

骑行爱好者的朋友圈刷屏———短短 2.8公里
一段盘山路上，连续有 38个弯道，部分道路

两边都是险峻的“悬崖峭壁”，整条路高低落
差最大达七八十米，吸引很多人前来感受这

一份惊险与刺激。
这条被网友称为“小川藏线”的公路是江

宁县道“板汤线”的一段。这条县道全长 8.5公

里，横穿青龙山南北，串联起东山佘村和汤山
龙尚村。对附近村民来说，它不仅是出行之

道，更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一座山阻隔两个村
刚刚过去的双休日，东山佘村村口的土

菜馆又迎来人流高峰，店内，老板孙海军正忙

着招待客人。
4年前的佘村可不是这样。“穷困又偏僻，

别提游客了，连村民都不愿意留下。”孙海军
说，那时候村子对外只有一条不足两米宽的

上佘路，骑车去东山集镇要花上 1小时。

上世纪 90年代，村里兴起采石业，虽然

集体经济一度红火，但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2006年，村里陆续关停所有采石场。但由于缺

乏支柱产业，佘村的发展按下了“暂停键”。
2016年，乘着建设美丽乡村的东风，佘村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工程，小山村面貌焕然
一新。但新的烦恼很快到来。“村子人气不高，

游客很少。”佘村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张政说，

彼时山对面的汤山已经颇有名气，但游客要
想从汤山来东山，必须从 S337绕一圈，要花

上近 1小时。相同的烦恼也困扰着山对面的
龙尚村。2016年，该村还是“市级经济欠发达

村”，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下的要么种田，
要么采石，产出低下还污染环境。

就这样，一座山阻隔了两个社区，“打通
一条农村公路，让它通车惠民”，成了许多江

宁交通人的念想。

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就业
2018年，以原生态保护沿线林地资源、

不破坏沿线环境的建设方案出炉，这条小

小的农村公路建设终于提上了日程。次年，
“板汤线”正式建成通车，直接拉近了东山、

汤山两个街道的距离，将驾车时间从 1 小
时缩短到 20 分钟，不仅方便了山两边的村

民出行，更“带火”了两个山村的乡村旅游。
由于游客众多，佘村后山原先一片开山

采石留下的矿坑被客商相中，投资近 9000万

元开发水上漂流项目———“龙出没”漂流，不
仅把废弃矿山变废为宝，还填补了南京漂流

项目的空白。不少社会优质项目也主动“找上
门”，解决了不少村民的就业问题。

眼见村子发展越来越好，村民杨忠志回
乡了，在“龙出没”景区打工，每个月收入能有

5000元。没过几年，孙海军利用自己房屋开起
了农家乐，生意越做越红火，最忙时一天能接

待五六十桌游客。据了解，目前佘村已有 200

多名青年返乡，近 500人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去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 15万人次，旅游收
入超 2000万元，人均收入 3.7万元。

贫困村摘掉“帽子”

“小川藏线”的开通，也为龙尚村带来发
展机遇。每逢节假日，不少游客专程自驾前来

游山玩水，当地农户种植的蔬菜、水果不再愁
销路。不过，在龙尚村党委书记孔石峰看来，村

子的潜力还不止这些。“村子‘山谷—水系—田
园’景观独特，完全可以发展乡村旅游。”近年

来，该村陆续引进葡萄主题酒店、亲子乐园等

优质项目。如今，已成为南京近郊休闲旅游胜
地。2018年年底，该村低收入农户全部脱贫，

去年村人均年收入超 3.5万元。
“小川藏线”是农路建设助力江宁乡村振

兴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江宁区累计提档升级
农路上千公里，不断推动农村公路与乡村旅

游、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等融合发展。先后
建成了联一、联二、正东线等一批美丽农村

路，串联起 316个特色田园乡村，带动周边百
姓收入大幅提升，成功“织造”出江宁农村的

幸福生活路。 杜莹 薛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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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长三角

    本报讯 南京都市圈党政联席会议近日

在镇江召开。作为全国最早建设的跨省都市
圈，南京都市圈正式进入“8+2”时代。会议现

场审议通过《南京城市都市圈城市发展联盟
章程（送审稿）》，宣布吸纳溧阳市、金坛区两

个都市圈“新成员”。至此，南京都市圈包括南
京、镇江、扬州、淮安、芜湖、马鞍山、滁州和宣

城八市，及常州溧阳市、常州金坛区。其间，成

员城市签署共同打造区域新增长极、宁淮宣
生态经济带等 13个合作协议，明确了产业、

交通、社会治理等领域更多合作事项和重大
建设项目。

南京都市圈是各成员城市共同探索建立
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性平台，至今已经走过

20年历程。南京在全国最早将“都市圈”概念

用于规划编制实践，早在 2000年，江苏省城
市工作会议就提出了建设南京都市圈的初步

构想；2002年起，南京、镇江、扬州、芜湖、马鞍
山、滁州 6个城市共同编制了早期的南京都

市圈规划，掀开了当时最早、也是全国唯一的
跨省都市圈建设序幕。

截至 2019年，都市圈 10个地区 GDP总

量达到约 4万亿元，以占全国 0.7%的土地面
积、2.5%的常住人口，创造了占全国 4%的经

济总量，长三角世界级城市圈重要支点、全国

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作用日益凸显。（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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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位于安吉县

灵峰街道“2020-16”地块
日前依托数字化管理系

统产生不动产权单元代
码。通过该单元代码所形

成的二维码，安吉山水灵
峰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成功办理首次登记业

务，取得不动产权证。“全
程我们只需要扫一扫二

维码，既方便又高效！”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这是安吉推进“一码
管地”试点工作以来为企

减负的一个鲜活案例。今
年 6月，安吉成为全省不

动产全生命周期“一码管
地”改革试点县，探索建

立以不动产单元代码为
中心的全业务智能管控

机制，实现对自然资源内
部规划、审批、供地、登

记、交易等全流程业务和
数据关联管理。

随着“一码管地”试
点工作在实践中取得成

效，安吉自然资源数字化
管理平台全面构成。“为

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自
去年机构合并以来，我们

便围绕‘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启动县域自

然资源数字化治理工作，

在统一数据标准的基础上，构建‘一链一库

一图一码’数字化管理平台，以推进自然资
源全流程管理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安

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测绘与地理信息管
理科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一链一库一图一码”数字化
管理平台中，“一链”即所有业务形成全生

命周期管理；“一库”则汇集县域自然资源

数据库，为县域空间治理提供基础支撑；
“一图”是融合了用地边界、空间信息等多

元参数构建而成的县域自然资源一张图，
为安吉绿水青山空间治理提供数据底板；

“一码”即以不动产单元代码作为关联互认
的关键字段，推进跨部门“码上合作”。

得益于“一链一库一图一码”数字化管
理平台的建成。目前，安吉实现建设用地审

批全流程从原来承诺的 408个工作日缩短
为 104个工作日，提速 74.5%；多个环节改

为即来即办模式，取消核发用地批准书等
环节，实现新批土地、标准地“零资料”提

交、码上直办；智慧决策，优选 200个优质
土地资源存入安吉县“两山银行”，实现自

然资源的价值转换。（崔吉丽 王炜丽）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加速，近年来，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通过建设天鹅湖中央商
务区、依托“国字号”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

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打造“中国环境谷”、
实践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蜀山模式”等措

施，在深度融入长三角上迈出新步伐。日前，记
者随“共舞长三角·魅力新蜀山”长三角主流媒

体蜀山行采访活动来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进行深入探访，以“新视角”聚焦全域亮点。

“金融+?化”发展格局显现
天鹅湖中央商务区是合肥市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截至 2020年 10月，商务区共入驻

企业 19294家，各类市场主体 31180家。除了
繁荣的商贸，区域内优质生态和厚重文化要

素丰富，193万平方米休闲绿地公园，以及安
徽省博物馆、合肥市奥体中心、合肥大剧院等

文化体育设施，让商务区成色更足。

据蜀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天鹅湖中央

商务区是学习南京河西 CBD 和杭州钱江新

城 CBD等先行中央商务区经验，并进行优化

运行机制，历经多年精心打造而成。如今，区
域已形成“金融+文化”双元驱动发展的现代

服务业产业格局。

聚力打造“中国环境谷”

1毫秒就能检测出汽车尾气是否超标，穿
过污染区就能实时检测出是哪种有害气体，

明年还将在北极探测温室气体变化……在蜀
山区西北科学岛的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内，一些地基、车载、船载、机载和星载

等多平台大气环境监测“神器”，成为记者镜
头追逐的对象。

在位于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的环境科技大
厦内，这里已是蜀山区打造环境产业的孵化载

体，重点培育初创企业。“国家工程实验室里的
顶尖科研成果就聚集在此，为产业发展提供了

必要的技术支撑。”蜀山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蜀山区依托“国字号”大气环境污染

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打造
“中国环境谷”。同时，聚集国内优质环境行业

领军企业，不断加深生态底色，携手共建“绿
色长三角”。

高标准融入“一体化”

在蜀山区采访期间，记者还看到了很多
蜀山区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的努力

和成果。比如，安徽自贸区蜀山区块在重点发
展跨境电商、环境科技等产业上，与长三角其

他地区自贸区协同发展；蜀山区以中国（合肥）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核心载体，与沪宁

杭先发城区合力对接全球电子商务新模式新

规则新标准；小庙镇依托“蜀山·将军岭”项目，
制定蜀山全域乡村规划，唱响乡村振兴……

蜀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蜀山区专
门制定了《蜀山区推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十大行动方案》，将重点围绕运河新
城、蜀山经济开发区、天鹅湖中央商务区、高

铁新城、乡村振兴示范区、科创走廊“六大片
区”，环境产业、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现代金

融、文化创意、现代农业“六大产业”，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区。

本报记者 唐闻宜

以“新视角”聚焦全域亮点
长三角媒体采访团齐聚合肥蜀山区

南京都市圈再“扩容”
吸纳常州溧阳市、金坛区加入

治治治水水水美美美村村村引引引客客客来来来

湖湖湖州州州德德德清清清

    连日来，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

管镇蠡山村内，满载游客的小船穿行在风景
如画的蠡山漾里。蠡山漾过去是远近闻名的

“臭山漾”，通过近两年的疏浚、治理，已经成
为全省第一条全国示范河湖。近年来，钟管镇

挖掘乡村旅游，通过清淤清障、水系沟通、岸
坡整治、景观建设和水文化保护等措施，将蠡

山漾变为一条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

“幸福河”，有力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和乡村

旅游。 谢尚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