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值梨子成熟季节。近

日，在江苏东台市五烈惜禾梨园里，
一个个硕大的梨子挂满枝头，格外

诱人，一派果香四溢的丰收场景。
梨园里，果农们正在采摘装箱出售。

五烈惜禾梨园是东台市最大的梨园，
种植面积达 400 亩，主要品种有苏

翠 1 号、翠冠梨、翠玉梨以及绿宝

石等，今年已进入第六年丰果期，
预计亩产达 2500斤，总产量达 100

万斤左右。 张莉琳 摄影报道

梨香四溢喜丰收

东台     “键对键”间传递惠民温度，

VR 眼镜中领略城市美景……一
个能感知、有温度、善决策、可成长

的智慧新宣城正在持续加载。近
日，安徽宣城市“城市大脑”上线试

运行，首批推出宏观决策、城市治
理、政务服务、民生福祉、文化旅游

等领域 23个智慧场景，宣城市全
域、全网、全场景智慧城市综合体

的图景正在徐徐绘就。

“宣城市精准把握数字机遇，
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打造宣

城城市大脑，构建一脑赋能、一码
通行、一体运营的‘数字宣城’建设

发展新模式。”宣城市委副书记、市
长何淳宽表示，以 AI作笔，数据为

墨，宣城正在宣纸上书写数字答
卷。“城市大脑”让这座千年古城第

一次拥有了对自身事无巨细的感知
能力。用精细感知服务精准决策，

打造决策驾驶舱应用，依托城市大
数据，建设市情洞察、精准治理监

测预警分析平台，实现城市各领域
问题“直观看、轻松管、快速决”。

据了解，宣城“城市大脑”项目
由科大讯飞作为建设方，打造“四

个一”综合展示平台，对电子政务
网、大数据中心、安康码、政务云平

台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
高效支撑智慧城市建设指挥调度。

此外，“城市大脑”重点打造了
惠企政策“一键达”模式，并为企业群众提供个性化

办事指南、材料预审，让政务服务更加便捷。同时，

“城市大脑”还打造了诗意宣城 App，集合宣城全域

旅游景点的吃、住、行、游、购、娱等信息，可以实现
一键规划行程，全程伴游式服务；通过 VR技术

360°再现城市精华景色，线上畅游敬亭山、皖南川
藏线等，足不出户也可身临其境感受宣城美景。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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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嘉湖铁路前期工作、嘉兴—湖

州红色旅游串线、扩大嘉湖职工医保门诊

即时结算定点医疗范围……近日，记者
从 2021年度嘉湖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

上获悉，嘉兴、湖州两地继续强化统筹协
调，聚力推动嘉湖一体化合作先行区建

设，将加快推进 25项重点项目（事项），
涵盖交通、产业、党建、公共服务、乡村振

兴、文旅融合等领域，为浙江省深度参与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嘉湖样板”。
会上，嘉兴、湖州两地合作高标准编

制的《嘉湖一体化合作先行区建设方案》
通过专家评审。方案明确，未来两地将共
推数字经济、旅游会展协同发展，共谋嘉

湖城际、水乡旅游线，共建“练市—乌镇”

一体化合作先行区，这也意味着嘉湖一

体化发展迈入新阶段。
同处杭嘉湖平原，嘉兴和湖州两地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近年来，桐乡主动
抢抓机遇，在交通、政务、城市治理等领

域与南浔开展深度合作。前期，桐乡和南
浔已在乌镇、练市两地设立“嘉湖一体

化”通办专窗，开展审批结果互传互认、

事项联办联审、异地通办可办等一系列
政务合作，目前已开通 105项民生高频

事项通办，总计办件量达 1900余件。
乘着“嘉湖一体化”的东风，去年，来

往嘉湖两地的乌镇—练市—花林首趟
145路公交车正式开通，为“双城生活”

的嘉湖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而水乡旅

游线、苏台高速等交通项目的加速推进，

也将使两地发展迎来高光时刻；桐乡市
政务数据办与南浔区政务办、乌镇镇和

练市镇就通办事项授权正式签约，“嘉湖
一体化”政务通办圈的构建向前迈进一

大步。不仅如此，桐浔两地医保还实现了
“同城同待遇”，桐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在南浔区域内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诊，

可享受桐乡市域内的报销政策；两地打
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互认通道，实现了

初级、中级职称的互认……

如今，桐乡正持续推动两地各项事
业跨区域融合和共建共享，让更多群众

共享“嘉湖一体化”带来的成果。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魏衍方

25个重点项目聚焦民生服务共建共享

嘉湖一体化“双城”变“同城”

时值三伏，天未大亮，浙江湖州德清县

新安镇舍北村村民孙水根就来到虾塘旁。
“这些年，为了帮助养殖青虾，政府不仅开

了培训班，还派技术员下村指导，提供优
惠的农业贷款。得益于这些帮助，我们一

家实现了小康生活。”养殖青虾 8 年的孙
水根感慨。

孙水根的增收变迁，是德清高质量发

展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通过深入推进创新
转型、绿色发展，持续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对推进县域共同富裕进行有效尝试、实践。如
今，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背景下，德清县铆足了劲要争创共同
富裕县域样板。

“数字化”赋能产业发展
共同富裕，不仅是人的富裕，还应该包

含生态环境的文明与和谐。为此，德清上线

了“数字两山”GEP核算决策支持平台，能
精准算出每块地的“生态身价”。企业来投

资，只需将承诺亩均税收、投资强度、所需
土地面积等基础信息输入平台，就能得出

核算结果，项目生态影响一目了然。

今年 6月，国珖（浙江）医疗项目和另
一个项目都想争取德清阜溪街道一个地

块，政府怎么选？最终，通过 GEP核算决策
支持平台，一秒即精准计算出结果：国珖

（浙江）医疗项目落地后，该地块区域内生
态资源的“价格缩水”709.86 万元，但是竞

争对手项目对周边环境的水源涵养、洪水
调蓄等几项指标影响更大，生态成本多了

近 162万元。“生态身价”缩水率低者，项目

更优秀，国珖（浙江）医疗项目胜出。
事实上，德清县一直将绿色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底色。

特别是自 2020

年我国提出“碳

达峰”“碳中和”后，
德清便着力打造绿色

低碳循环产业体系。
“接下来，德清将以数字

化手段赋能传统产业推进
控碳发展，切实推动制造业

走向资源消耗低、质量效益高、

核心竞争力强的高质量发展道
路。”德清县经信局局长施剑锋说。

“微改革”缩小城乡差距
出台全国首个基于“三权分置”的宅基

地管理办法；创新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等 19 项农村综合产权抵押贷款……眼
下，德清正通过一项项改革创新，逐步缩小

城乡发展差距。
其中，以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证作为

抵押的“农企振兴贷”就是德清 13个“微改

革”项目之一。“3天时间，150万元贷款就

到账了，我可以下单引进蛋龟系列新品种，
搭建线上直播间了。”不久前，德清钟管镇

龟鳖养殖户姚志刚为 2.3万平方米的阳光
大棚申请办理了德清县农业生产设施所有

权证，并凭该证向该县农商银行申请“农企
振兴贷”，解了燃眉之急。

这两年，德清新市镇宋市村通过美丽

乡村建设成功“出圈”，成为不少游客乡村
游的目的地。但美中不足的是，从中心村到

公交车站有 1.5公里路。村民在征求意见平
台上留言：希望村里也像城里一样引进共

享电动车。没多久，在相关部门协调下，首

批 30辆共享电动车就运到了村里。“村里

也能像城里一样赶‘时髦’，这下邻居们去
田里干活、游客去景点游玩都方便了。”村

民宋哲芸忍不住点赞。
从支持农业生产，到改善农民生活方

式，眼下，德清农村发展越来越好，农民生活
越来越红火。数据显示，2020年，该县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38357元，同比增长 6.5%。

“德文化”探索精神共富
建立全国首个公民道德教育馆、开展

民间设奖活动、探索启动首届“德文化”节、

成立了全国首家“德文化”学院……人有德
行，如水至清。千百年来，浙北小城德清，孕

育了崇德向善的德文化。
今年 5月，青春宝“医路守护”公益基

金揭牌仪式在阜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举行，这是县内首个关爱医护人员的公益

基金。作为幸福阜溪公益基金会单项基金

之一，该基金将对优秀的医师护士进行表
彰，对生活困难或遭受重大变故的医务工

作者开展救助关爱等。
“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既要物质富

裕，也要精神富有。”阜溪街道党工委委员
夏赛祎表示，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累计募集

善款超 1100万元，资助实施了 200余个公

益服务项目。
“通过道德体系建设，不断放大凡人

善举、小行大义的光和热，文明已渗透到生
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德清市民的举

手投足间。”德清县文明办主任、县委宣传
部副部长余小堂表示，接下来，德清县将全

力做好弘扬传统文化和时代新风、打造文
化产业强县、建设城乡一体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三篇文章，进一步营造共同富裕的文
化氛围。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王力中

为为为生生生态态态算算算身身身价价价 以以以文文文化化化促促促振振振兴兴兴
浙江德清转型争创共同富裕县域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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