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整治前（上图）后（下图）对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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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农民用上数字人民币
青浦种植大户在吴江“秒购”2吨化肥，手续费也省了

区新面孔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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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找到数字钱包，

轻点手机，屏幕上跳出数字货币，在 POS

机上轻扫，交易成功。

近日，上海祥湖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黄徐文驱车来到位于江苏吴江汾湖高新

区的苏州为农种子公司采购农资产品。一
番挑选后，他熟练地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

支付，最终以 4700元的价格购买了 2?化

肥（见右图）。
“很方便的，简洁易懂，可以说是‘秒

购’！”得益于上海青浦率先开展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域涉农数字人

民币试点，黄徐文成为首批用上数字人民
币的农民。他是青浦区金泽镇东西村的种

植大户，近年带领着 40多名农民承包了
3000亩农田，种上了绿色稻米，干起了“鱼

稻共生”生态创新种养。
眼下 3000亩农田正在平整，再过一个

多月就要插秧，黄徐文需要提前采购一批
肥料，为春耕做准备。26日一大早，他驾车

来到与自家田地隔湖相望的种子公司，采

购农资产品。“这家种子公司的东西多、价

格便宜。我们合作社里有些员工就是汾湖
人，所以我经常到这里购买农资，开车过去

很近的。”黄徐文说，特别是省界“断头路”

———元荡路贯通以后，从合作社到种子公
司只要 10分钟。

由于经常过来买东西，黄徐文和种子
公司负责人王群珠很熟悉。以前，他都是用

现金或支付宝、微信支付。苏州为农种子公
司开始试点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交易后，

黄徐文成为店里首位“尝鲜”的顾客。1月
28日，他到试点银行填表格，申请开通数

字人民币个人钱包，第二天就花了 100元
数字人民币，买了两包茄子和青菜种子。

当时相关机构数字人民币业务的负责人跟
他说：“这笔买卖虽然不大，但意义重大，实

现了数字人民币在跨域绿色农业场景的首

单落地。”
如今来店里买东西，结算时使用数字

人民币，成为黄徐文和店老板默契的选择。
王群珠告诉记者，数字人民币对商家来说

非常便利：“其他收取货款的方式或多或少
会产生手续费，而数字人民币不收手续费，

对于我们这样年销售额在 50?元左右的
小公司来说能节省不少手续费成本。”

青浦农业发达，尤其是地处长三角示
范区先行启动区的青西地区，蓝绿资源丰

富 ,如何更好地服务“三农”、推动乡村振

兴？其实，早在上海推进和开展数字人民币
应用试点伊始，青浦就在示范区先行先试，

以秋粮收购为场景，率先使用数字人民币，
成功实现“粮食收购机构———农户———农

资经营户”的全过程流转。
据介绍，去年，上海牵然农业合作社顺

利收到由青浦区储备粮公司发放的

14823.39元数字人民币秋粮收购补贴款，
大大提高了合作社的资金周转效率。此外，

数字人民币在农资商店的试点也为合作社
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采购途径。

数字人民币在跨区域涉农场景的应
用，只是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的小试

牛刀。记者了解到，青浦正进一步探索通过
“五五购物节”、进博会等场景，围绕跨区

域、一体化，将数字化人民币运用到全区、
并拓展到示范区的古镇旅游、特色商圈、公

共交通等多个领域。相关负责人透露，尤其
是古镇旅游领域，未来随着数字人民币应

用场景的不断丰富，三地百姓日常往来及
游玩消费如果能够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

体验度将更佳。
本报记者 杨欢

    上海青浦金泽镇与苏州吴江汾

湖高新区交界处，有一片雪落漾，面
积 2.41平方公里，湖面分属两地，

是名副其实的界湖。长期以来，由于
存在养护标准不一、养护力量分散

等原因，湖面蓝藻、水葫芦此起彼
伏，各式围网不一而足，违法建筑长

期盘踞……界湖管养成为困扰两地

的难点。
这种现象正在改变。近日，金泽

镇、汾湖高新区两地签署《雪落漾一
体共治备忘录》，启动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首个跨界河
湖一体化管养项目，共护一泓碧水。

为了保护好雪落漾，去年下半
年，金泽镇河长办、金泽水务所就组

织相关部门集中整治，一举清除了
1240米围网、27间违建房，以及无

序养殖中搭建的所有“水上走廊”。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的推进，金泽镇与吴江汾湖高新区
秉持“一体化、一家亲”发展理念，又

于日前突破行政壁垒，签署一体共
治备忘录，开启省际交界河湖一

体化治理模式。自此，长三角示范
区内首个跨界河湖一体化管养项目

启程。
根据《雪落漾一体共治备忘录》

的共治要求，金泽镇与吴江汾湖高
新区把雪落漾整体水域及岸线 8米

范围内作为一个整体标的，采用一
体化养护标准，实行一体化招标模

式，共同招标选取一家专业公司进

行整体水域管理养护，从根本上解
决各自责任难厘清、河道养护标准

不一等问题，力争把雪落漾打造成
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背景

下交界河湖综合治理的新典范，探
索交界河湖综合治理的新路径。

据了解，在此之前，青浦、吴江、

嘉善三地河长办还共同签发了《深
化河湖长制建设幸福河湖 2021年

任务清单》，开创了以“联合巡河、联
合保洁、联合执法、联合水质监测、

联合治理”5 项核心机制为主的联
合河长制，使“青吴嘉联合河长制”

加速向“有实”“有能”转变，持续深

化示范区协同治水工作。备忘录签
署后，一体化养护和治理的招标工

作将于今年 4月正式启动。

金泽镇和汾湖高新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体制机制创新后，同

一个交界河湖就可以在同一个养护
标准、同一个养护单位、同一把尺子

监督考核下，真正做到一体共治，一
体化管养雪落漾，为周边毗邻交界

河湖乃至全国跨区域交界联合项目

探路破冰。
本报记者 罗水元

    与上海企业深度合作、全面融入长

三角……近日，嘉善长三角生态休闲旅
游度假区暨大云现代产业合作对接会在

上海举行。嘉善大云镇日前荣获“2020

中国国家旅游年度臻选乡村振兴旅游目

的地”称号。近年来，大云镇以生态绿色
为底色，以农田花海为肌理，以全域旅游

带动全域发展，探索以“生态旅游+”为

创新发展模式的乡村高质量发展“大云
样本”，走出了一条富有沿海平原特色的

乡村振兴道路。
因此，本次对接会上签约的中国未

来乡村产业生态谷项目格外引人注目，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40亿元，是在全国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联盟与嘉兴市签署关
于全球乡村产业生态大会落户嘉兴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之后，为确保通过大会
导入的各种资源有序赋能嘉兴，决定构

建的以大云镇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乡村
产业生态圈，并落地全球乡村产业生态

大会永久会址。“中国未来乡村产业生态
谷”项目将深度诠释嘉兴“奏响新时代

的田园牧歌，复兴升级版的农耕文明，打
造世界级的诗画江南，建设高质量乡村

振兴示范地”的科学发展理念，打造乡村
振兴的新样板。

在会上签约的云堡二十四节气馆运
营服务项目由大云镇与上海口袋玩乐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就云堡二十四节
气馆开展合作运营，以云宝 IP演绎二十

四节气为主题，开展节气相关品牌活动，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看遍四

季绿植与农作物，体验灌溉水车、端午划

龙舟等趣味十足的场景，进一步丰富长
三角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功能业态。

“大云作为美丽嘉善的迎客厅，是沪
杭高速、沪杭高铁接轨上海的浙江第一

镇。新时代的大云，不仅是干事创业的热土，更是广大企业家
投资兴业、创新创业的大舞台。”大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镇

旅管委主任高敏丽表示，大云镇具有交通优势、政策优势、后
发优势等，是全面融入长三角，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的首选地之

一。未来，大云镇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接上海在产业、科
创、开放平台、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优势资源，在更高水平、更深

层次上融入大上海、联动长三角。 本报记者 黄佳琪

示范区首个跨界河湖一体化管养项目启动

让雪落漾和它名字一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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