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在近日举行的

太仓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太仓
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太仓市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暨全域旅游规划》
《太仓市促进电竞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三大“重量级”政策发布。
《太仓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

见》明确了“加快发展数字文化产业，聚焦电

子竞技、动漫游戏、影视音乐、网络文化等细
分行业，大力推进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着力构建具有太仓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总目标。

大方向既定，下一步如何破题、落地，实
现文化产业“多点开花”？太仓抛出了“电竞+”

“文旅+”两个大招。发布的《太仓市促进电竞
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通过 3

至 5年时间，吸引 1至 2个顶级联赛落户，集
聚 3至 5个创新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头

部电竞企业和战队；建设 1至 2个可承办国

内外顶级电竞赛事的大型专业化电竞场馆。

“太仓将重点聚焦打造电竞产业集聚高

地、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文化装备制
造、中德合作向文化领域拓展、文旅融合发

展、创意设计和工艺美术创新发展五大发展
方向，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太仓市文体广旅

局党委书记、局长严浩在会上作了相关解读。

不仅如此，太仓积极面向广阔旅游市

场，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在《太仓市“十四
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暨全域旅游规划》提出

“打造‘一核三心六廊带’的假日旅游大景区

格局”这一全新概念。
近年来，太仓市电竞游戏、数字文创、演

艺娱乐等文化产业逐步崛起。目前，太仓共
有规上文化企业超过 45家，年完成文化产

业增加值 50亿元以上。
太仓市委副书记、市长汪香元表示，在

长三角一体化、沪苏同城化进程中具有显著

发展优势的太仓，将着力提高文化产业规模
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提升城市文化软实

力，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 ）身着
古装的六位婀娜“蚕花姑娘”载歌载
舞，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和观众

带来了优美的舞蹈《蚕花仙子》……
近日，在浙江德清新市千年古镇，一

年一度的“蚕花庙会”闪亮登场。今
年，德清新市把“蚕桑”与“运河”两

大文化元素相结合，意在用一场丰

富的文化盛宴，让新市蚕桑文化和
运河文化走出德清，走向世界。

从桐乡洲泉赶来的张静，用手
机将现场热闹的场景记录了下来。她

的话道出了不少观众的心声：“我要
让孩子们更加直观地了解这些传统

民俗，并把照片‘晒’到网上，让其他
地方的人都看到蚕桑文化！”

德清县委常委、新市镇党委书
记施震海表示，“蚕花庙会”正成为

新市融入长三角、走向全世界的一
条重要纽带，已连续举办 23届，每

年吸引周边地区数万名游客参与。
“力争将‘蚕花庙会’打造成为浙北

地区最具民俗特色、最有吸引力的
传统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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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烂花海迎客来

    2021长三角一体化税收经济论坛暨

第 30个税收宣传月启动仪式近日在安徽
合肥举行。长三角城市税务部门代表、企

业代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及加入自贸区的发展与机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范
剑勇以《长三角一体化与产业协同发展：

理论内涵与安徽选择》为题作主题报告，

剖析沪苏浙皖产业分布现状及背后机制、
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的机遇、一体化面临的

制度障碍及安徽、合肥的现实选择。“在长
三角产业集聚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安徽需

突破常规思维，推进制度创新，并以创新为
牵引力与抓手，将更多产业吸引到安徽。”

“听了报告，受益匪浅，让我们对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新华三

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冬告诉

记者，作为新华三集团在合肥高新区设立

了全资子公司，2017年 3月，公司在合肥

高新区“安家”。从 2017年的 3亿元营收，

发展到 2020年的 33亿元，基于子公司在
合肥的成功落户，集团目前正在积极考虑

新的投资项目落地合肥。“去年，公司享受
高企及研发加计优惠政策，缓解了企业资

金周转压力。减税降费带来的税收红利，
让企业振奋不已。出于行业特性，节省下

来的资金可以全部投入到技术研发中。”

“合肥是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
2020 年 GDP 达 10045 亿元，成功跻身

‘GDP万亿城市俱乐部’。”国家税务总局
合肥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阚明华表

示，合肥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创新发展，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壮大。“其中，离不开税务部门提供的坚
实保障。”

近年来，合肥税务系统积极发挥职

能，落实优惠政策，优化服务举措，根据企

业需求提供个性化指导，2020 年全市新
增减税降费 230.9亿元，占全省新增减税

降费比重达 33.9%。
据了解，去年以来，长三角税务部门

勠力同心，攻坚克难，积极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相继出台跨省报

验、统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推进智慧税

务等举措，进一步整合涉税业务，简化办
税流程，实现“一网通办”，税收大数据信

息共享共用，长三角一体化税收效应愈发
彰显。

阚明华表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
景下，合肥税务系统将紧扣“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加强加深与兄弟城市
的协作，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中，寻求

新突破、开创新境界、贡献新作为。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释放税收红利 增添创新活力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洪桥镇芦圻漾里

水光潋滟。3月的最后一天，漾边的空场地
上，一场特殊的“成年礼”———河长制 18周

年正在举行。随着河（湖）长制“新十条”等一
系列新举措的出台，长兴的河长制迈入了新

阶段。
长兴是河长制的发源地。2003 年 10

月，长兴在全国率先推行河长制，在该县构

建起了县、镇、村三级河长体系。从此，大小
河流有了“守护人”，百姓们儿时“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记忆又照进了现实。现
场，长兴县县长沈志伟发布总河长动员令，将

11月 28日设为“河长日”。
长兴龙山街道渚山村村民周国强曾对

家门口发黑发臭的河道很是不满，却苦于
找不到人管。自从河长制建立了之后，制度

公开上墙，责任人、联系方式也一起出现在
墙上，“现在要是有垃圾，我们一个电话打

过去，他们马上就派人过来清理了。”

经过十八年的实践，长兴的河长制不
断壮大，“党员河长”“青年河长”“巾帼河

长”“红领巾小河长”等应运而生。2020年，

该县还在浙江率先推出“河湖

长+检察长”公益诉讼制度，“两
长”联动为保护河湖环境筑牢“铜

墙铁壁”。
随着科技的发展，长兴河长制

也迈向了 2.0版本。不仅仅是巡巡河

道，打捞水中垃圾，无人机巡查……而
是将巡河治水与数字化进行接轨，从

“人治”向“智治”迈进。据煤山镇新川

村的新任河长张喆介绍，“接下来，我们
会运用 5G技术，在河道两岸安装智能

摄像头，在河里安装水质、水位探测仪，

实时监控河道的水质、水位和流量，真正
将数字化融入河长制中。”

此外，河长制还将充分利用大数据、遥
感、无人机应急测绘、无人船走航等信息技

术，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动态监测和监管预
警体系，推动长兴河长制 2.0版本走实走深。

事实上，河长制 2.0版本不只是治理技
术的更新，更是一项由简单的治理工作向一

个系统集成的转变。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实

践，长兴总结和提炼出河（湖）长制“新十

条”，通过数字化转型、制度完善、体系创新，

进一步明确各级河（湖）长职责，构建导向清
晰、决策科学、协调高效、监督严格、落实有

力、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治水工作格局。
“我们将深化河（湖）长制‘1+N’模式，

进一步推行企业认领河道（湖泊）机制，积
极推广公众护水‘绿水币’制度，从而调动

全社会参与到治水护水中来，加快推进河

湖长社会化和制度化管理水平。”长兴县治

水办主任丁学勇说。

据了解，今年长兴还成功入选浙江省
幸福河湖首批试点县。接下来，长兴县将以

提高治污体量、扩充生态容量、保障生态流
量为抓手，加快美丽河湖向幸福河湖迭代

升级；同时启动“水韵湖城”项目，以集约智
能、开放共享理念，加快治水智慧化和数字

化改革，为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

治水新样本。 施紫楠 蒋璐

太仓加快发展“电竞+?“文旅+?

?领文化产业“多点开花”

长三角一体化税收经济论坛在合肥举行

    日前，长江入海口 150万株郁金香

迎风摇曳，在启东圆陀角举行的 2021

新湖郁金香花会吸引不少长三角游客

前来观赏。今年郁金香花海更显规模，

150万株、30多种名品郁金香汇成了五

彩缤纷的绚烂花海。大红、粉红、金黄的

郁金香成波浪形随风摇曳，游客们徜徉
在长江畔的花海里，感受一份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的浪漫春意。
杨建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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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兴推进治水数字化改革

“河长制”迎来“成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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