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沪苏浙皖的干部们一起上课，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近日，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第一批制度创新经验复制推广研讨班（第一

期）开班授课，沪苏浙皖四地干部齐聚淀山湖畔。

课堂上，南京和镇江的干部是“同桌”，金山和嘉兴的干部是“前后

桌”，嘉定、昆山、太仓的干部在一个讨论小组里，座位安排别有深意。 长

三角人聚在一起，求知欲旺盛，不仅课堂上全神贯注听，课下还拉着老师

请教。 用江苏省镇江市发改委副主任史健洁的话来说，“大家的学习热情

太旺了，课堂上学，饭桌上学，争分夺秒地进行交流。 ”

本报记者 杨欢

“植物猎人”的“花卉王国”
    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工作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这个问

题，浙江嘉善大云镇的“植物猎人”方腾或许有发言权。

“‘植物猎人’是大航海时代出现的一种行业，他们从全
球收集各种植物品种，带回自己的国家，培育各种经济作物

和花卉。”作为一名现代“植物猎人”，方腾每年会花上几个月
在世界各地“狩猎”各种植物，带回本地并试种，合适的话再

推广至市场。
方腾坦言，自己从小对植物和自然感兴趣。为了能系统性

学习，报考了黄山林业学校，学习一个“小众专业”———自然资
源管理。毕业后，方腾来到浙江衢州古田山自然保护区，从事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一做就是 15年。“我们做了很多项目，
一些成果转化为书籍和论文，但都没能转化成产品，这也是目

前中国农业科技上的一个薄弱点，所以我想试一试。”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方腾走遍浙江及周边省市，最后选
择在浙江嘉善大云镇创业。“嘉善有三点吸引我，第一是交通

的便利；第二是市场的优势，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特别是上海
对新兴事物的接受度比较高，能够接纳这种小众产业；第三则

是淳朴的民风。”
2015年，方腾创立嘉善笠歌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国

内第一家植物猎人公司，集引种、驯化、育种、繁育、推广于一

体，“这在国内可能是独一家。”方腾说。公司还建有观光园“云
端花事”，鲜花大棚里一年四季盛开着各色花卉。这个季节，紫

色的芫花、洁白的广东含笑和喷雪花正盛放，吸引不少长三角
地区的爱花人士前来参观打卡。

从最初占地 28?，到现在 150?的生产基地、栽培各种
特色植物 800多种，这家“小众”企业逐渐为人所知，接到了来

自上海一些知名乐园及海外市场的订单。
方腾对自己组建的专业团队颇为自豪，7名成员的队伍

并不庞大，但大家对植物的热爱是实打实的。“我们‘狩猎’有

个特点，就是采用无损取样，只需要几根枝条、几粒种子，就能
完成一个驯化繁育过程，尽可能不去破坏野生资源。”

“长三角的市场确实相当好，不过我也希望能走出去，比
如到云南、湘西等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开设分基地。”提起今

后发展，方腾期待开启一段与奇花异草结缘的新征程。
本报记者 黄佳琪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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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公约数”共当“尖子生”
这个研讨班里，沪苏浙皖干部比着学、互相学

区新面孔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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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曲水善湾”美丽吴江样板

区项目运营合作签约仪式在吴江汾
湖举行。汾湖高新区与蓝城集团签署

了《“曲水善湾”项目整体运营合作协
议》，共同为“黎里镇—蓝城集团 共

融共享乡村振兴工作站”揭牌。汾湖
高新区还与“原野学社”文化空间签

署了《黎里镇“原野学社”文化空间项

目合作协议》。
据介绍，“曲水善湾”是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乡村振兴美丽吴江样板
区项目的核心内容，将元荡周边环钟

家荡村庄区域打造成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内的乡村振兴样板。该项目依

托汾湖高新区优质农文旅产业资源，
启动建设钟家荡周边特色文旅村庄，

重点打造亲子营、借物舍、乡创集、探
索森林、湖畔食庐、星空营地、现代农

园等体验地，同时配套融合生态、生
活、生产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科

创小镇项目”，打造具有标杆意义的
特色文旅集群。

吴江区委常委、汾湖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炳高表示，“曲

水善湾”项目是 2021年苏州 48个重
大文旅项目之一，对推动汾湖高质量

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汾
湖高新区将围绕提升服务保障，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与蓝城集团一起探索“优化乡村空

间、共融共生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机
制，完善村产业发展布局，找准市场切

入口，将旅游品牌与农业品牌有机结

合，让村民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乡
村振兴美丽吴江样板区建设中有更多

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记者 杨欢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

    翻开培训手册，为期 5天的研讨

班，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很充实，围绕
统一规划管理、联合生态保护、联合立

法保障、统筹土地管理、要素自由流
动与财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协同

等话题进行专题授课。干货十足，收获

满满。
“老师们把一年来的创新实践成果

快速推演了一遍。在课堂上，我们听到

了最硬核的声音：公共服务配套要最高

标准，环境‘三统一’要最大公约数，企

业项目核准要最大限度下放权限。这 5

天里，我们学到的，不是过去时，而是

进行时。”结业仪式上，史健洁作为来
自江苏省的学员代表发言，她表示，示

范区的制度创新成果将对长三角乃至
更大范围的区域一体化实践提供样

本。这条改革创新之路会越走越顺、越

走越宽。
“四地学员交流的机会很难得，大

家都非常好学。乘大巴车去教学参观的

时候，安徽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四级
调研员张秋田坐在我旁边，我俩一直

在聊未来能开展哪些跨域合作。”史健
洁告诉记者，学员们渴望“吃透”示范

区的制度创新成果，想把好的经验带回
去复制推广，为此自发开展了若干研

讨。食堂里每次用餐，就像一场接一场

的沙龙，大巴车的座位，就是一排又一
排的讨论。

争分夺秒学 交流不停歇     正如每个学校都有“风云人物”，研讨

班上也出现了不少“高人气同学”。近期，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成为热点话题。上

海市虹桥商务区管委会研究室四级调研
员毛翔宇因此成为研讨班上的小“网红”，

学员们争相拉着他交流。此外，记者注意
到，学员名单职务一栏里，“临港新片区”

“虹桥商务区”“G60科创走廊”等频繁亮

相的“热议词”也都榜上有名。
“我们上海学员的来源很丰富，既有示

范区执委会的，也有来自临港新片区和虹
桥商务区的。之前大家各自埋头干事，如今

聚在一起，交流中碰撞出新的火花。”上海

市松江区科创办副主任宋苏伟感慨，培训

最大的收获，是让他视野变得开阔，能够

站在宏观层面理解国家战略。
宋苏伟做了个形象的比喻：“大家日常工作中

各有特色、各有侧重，通过这次学习，要努力做到
不偏科。就像学生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

也要兼顾其他，互学互鉴。只有点连成线、线连成
面，才能下好一盘棋。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

起到龙头带动作用，沪苏浙皖一起当尖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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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健洁所在的研讨小组里，组长是

浙江省发改委长三角处副处长毛访蒲。

他带着问题来参加培训：一体化示范区
哪些经验具有示范性和复制意义？复

制推广过程中又要注意些什么，才能做
到因地制宜？在研讨交流中，毛访蒲当

起了“义务辅导员”，和组员们一起寻找

答案。

“一体化示范区首批制度创新经验
的复制推广，为我们推进毗邻区域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打开了‘一扇窗’。”在毛
访蒲看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

范区先解决了思想共识的疑虑和分歧，
通过实践探索一体化发展路径、呈现一

体化发展成果，最终告诉大家一体化发

展怎样干可行。“我们要强化‘基础共
建、功能共享、发展共赢’的共识，从单

边发展转向融合发展。而且要建立规划
衔接机制、完善工作对接机制、探索税

收利益分享机制，以及深化协同立法
机制。”

带着问题来 一同找答案

青吴嘉我我
    嘉善有三点吸引我：

第一是交通的便利；

第二是市场的优势，整个长三

角城市群，特别是上海对新兴事物

的接受度比较高，能够接纳这种小

众产业；

第三是淳朴的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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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