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首批驶往黄海渔场

开捕的渔船陆续返回渔港，满载而归，当地渔业码
头每天有 10多万公斤梭子蟹捕获上岸。在海头港

海产品交易市场，渔民们将鲜活梭子蟹分拣装筐，
除满足本地市场供应外，大部分销往北京、上海、广

州等地。
据了解，由于连云港市增殖放流各类水生生物

苗种总量在逐年增加，再加上伏季休渔及禁止捕捞

抱卵梭子蟹等措施的实施，使得黄海的渔业资源得

到了有效的保护。 司伟 摄影报道

梭子蟹抢“鲜”上市

连云港     引才聚智，推动“产才

融合”新发展，吸引更多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团队到上

虞创业。近日，浙江绍兴上
虞区“产才融合”双招双引

系列活动之“海创人才”国
际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专

场在杭州湾先进智造全球
路演中心举行。20位海内

外高层次人才通过云端路

演，与专家评委“零距离”
对接，全面展示了项目的

核心竞争力。

因疫情原因，本次“海
创人才”国际创新创业大

赛新材料专场，由原定的
城市站计划调整为云路演

的形式举行。路演现场，助
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饱和活性炭低压引

弧再生技术的工业应用、
军民两用“卡脖子”的关键

新材料高焓值相变蜡、影
响液晶显示器性能的关键

材料各向异性导电膜的国
产化等 20 个高端新材料

项目通过视频连线依次亮
相。评委、专家们在线与项

目负责人进行实时视频音
频互动，就产品技术、商业
模式等方面进行现场专业

点评和打分。
上虞区“产才融合”双招双引系列活

动是该区为全力打造世界级绿色智造先
进区，切实推动“创新强区、品质名城”建

设，加快推进产业链、人才链贯通融合的一

项重要举措。上虞区还将继续盯紧“高精
尖缺”项目，在助力高质量发展、引进高科

技人才和项目上力求新突破。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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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里的空气能变钱? 浙江安吉县报

福镇统里村村民杨忠勇就是见证者和受益
者：“做梦也不会想到，竹林里的空气能质

押贷款 37万元。”

中国素有“竹子王国”之称，竹资源量
和种类均居世界首位。浙江安吉县以立竹

量、商品竹年产量、竹业年产值、竹制品年
出口额、竹业经济综合实力五个全国第一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竹乡。早在 2010

年，县里就与专业学术机构合作进行竹林

碳汇研究，建设了高度 40米的毛竹林碳汇

通量观测塔，塔内辐射传感器、光三维超声
风速仪、二氧化碳水汽分析仪等科学探测

仪器，能全自动、全天候采集竹林不同冠层
的二氧化碳浓度等竹林生态系统的详实数

据，经过十多年来的科技攻关，形成了《竹
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等研究成果。

安吉农商银行是“湖州市绿色金融改

革与服务创新示范点”，为助力碳达峰、碳

中和决策部署在安吉率先落地见效，依据
上述研究成果，对报福镇统里村杨忠勇承

包经营的三块毛竹林共 1030 亩面积进行
计算，平均每亩毛竹林每年碳减排量为

0.39吨，承包经营有效期内能减排二氧化
碳 7045吨，参考今年 7月 16日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得出了

三块林地评估价值为 37.19万元的结论，通
过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

示系统进行质押登记和公示，7月 30日，全
国首笔竹林碳汇质押 37万元贷款在安吉

顺利投放。
拿到贷款后，杨忠勇这两天起早摸黑，请

施工队抢修刚被台风毁坏的通往竹林的林道。
竹林里的空气都能变钱，报福镇 200余

家农家乐（民宿）业主最近协商一致，让“金
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本着“谁污染谁

治理、多污染多治理”的原则，出台《报福镇

农家乐（民宿）生态保护基金管理办法》，依
据公安系统登记的入住人数统计，按照 2

元／人次的标准向业主收取保护基金用于全
镇公共领域环境保护，石岭村汀溪山居的

民宿老板江明就缴纳了 7月份 606元生态
保护基金：“好环境让我们能在家门口做生

意，我们当然有义务回馈生态，一起把大家

的生态保护好。”
“竹子是可持续发展难得的资源，更是

源源不断的绿色财富。”湖州师范学院“两
山”理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土地

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王景新认为，首笔竹

林碳汇质押贷款的发放，其创新实践，对全
国竹产区有里程碑的示范意义，使竹林经营

者把提质增汇与增收相结合，促进竹林生态
价值货币化以及竹林碳汇产业的形成。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陈毛应

减排降碳 竹林空气能换钱
安吉发放首笔竹林碳汇质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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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姑苏区创新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

    在古色古香的古城老街、小桥流水的

古巷人家行走，来自江南水乡的古朴气息
扑面而来；在“江南小剧场”里，抿一口好

茶，赏几段好曲，静心领略昆曲、苏州评弹
之美……古典园林、古建老宅、古街小巷，

不仅是姑苏的文化符号，更是外界看苏州、
读苏州、品苏州的重要窗口，每当夜幕降

临，处处彰显着苏州特有的“古城味道”。

作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苏州市姑苏区致力于
打造古城亮点，提升古城居住品质，做精苏州

生活典范。近日记者实地探访姑苏区是如何
推进古城街巷修复、古建筑保护修缮等项目，

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金字招牌的。

有着 2500多年历史的姑苏城，目前仍
坐落在春秋时期的原址之上，还保持着“水
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和“小桥流

水、粉墙黛瓦”的独特风貌。“古城”是其最亮
丽的名片，古城中街巷星罗棋布，不少曾在

古往今来的诗歌中被提及。其中，有一条名
叫丁香巷，不足四百米长的小巷曾因违法搭

建、道路破旧等鲜有游客涉足。随着特色街

巷打造工程推进，这条小巷渐渐成了“最江

南”的打卡点之一。丁香巷项目总负责人王
喆斐介绍，为将丁香巷打造成具有认同感和

归属感的特色街巷空间，前期工作人员多次
走访众多老居民和专家，经过十余次讨论，

最终确定了丁香巷特色街巷的设计方案。
“为彰显苏州传统街巷风貌、保持老苏

州原生态生活气息。”王喆斐说，围绕丁香

等主题元素，在街巷中段见缝插针营造特

色场景，比如入口处悬挂有雨伞装饰、巷子

里搭建了种有丁香花的微花园等，让居民
和游客在感受平江路的繁华热闹之后，转

角感受苏式生活。
每一条巷子都有不同的故事。今年 3

月底，保护区、姑苏区启动净美街巷行动，
“一街一特色，一巷一亮点”，经过四个月的

整治提升，全区 1600 余条街巷旧貌换新

颜，以线带面推动保护区、姑苏区城市环境
提升，留存 2500多年的古城记忆。

古韵与现代融合碰撞
姑苏区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大部分

古老的宅院里还住着老百姓。始建于清代

的中张家巷 29号是一处文物登录点，宅院

一路三进，占地面积 231平方米，原本住着

七八户居民。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宅破损严
重，居民们陆续搬迁。2019年，姑苏区对中

张家巷 29号老宅进行修缮。
“在古建筑营造中，我们完全靠榫卯结

构进行固定连接。”负责改造中张家巷的施
工团队负责人徐学良介绍，对于中张家巷

29号的修缮，完全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和

最小干预的原则，以传统工艺、传统材料、
传统手法着重于“修旧如旧”。修缮过程中，

只有遇到确实无法满足结构安全性和稳定
性的情况，才会采用更换的方式，例如柱子

的墩接做法、替换糟朽的部分。团队还专门
请来了香山匠人，修复老宅第二进楼厅前

檐廊的一枝香轩。

令人惊奇的是，这座古宅颜值保留着

古韵，里面走进去则处处充满了科技感。改
造团队将古宅天井阴凉的穿堂风和现代新

风系统结合，达到了降温效果。古宅不仅布
置了中央空调系统、净水系统、烟感报警系

统等，还在一楼铺设了地暖，二楼安装了整
体卫浴，门窗使用了中空玻璃……同时，还

打造了“苏式生活展示馆”，开馆以来更是

迎来了一批批参观者。“新旧结合得好，古
建筑也就活了。”徐学良说。

社区治理解忧又暖心
作为苏州核心的古城区，姑苏区存在

不少老旧小区、零星住宅小区，这些小区的

物业持续处于“脱管”状态，为解决这一难
题，姑苏区住建委通过党建引领，在双塔街

道成功试点了“红色管家”物业管理模式，
解决了古城老旧街巷缺少物业治理的难

题，夯实了高质量姑苏生活的基础。

在开展街巷整治的同时，该区还打造了

更多便民公共设施，拓展公共活动空间。例
如，金阊街道利用背街小巷原本乱堆放场

所，合理规划公共空间，创新打造了居民家
门口的友好服务微阵地“小巷红韵”，为居民

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双塔街道对小巷公共
空间的整体规划改造设计，打造党小组议事

大院、增加绿化、设立小巷景观小品等，满足

居民对户外公共活动空间的需求。
接下来，姑苏区还将继续动员红色力

量主动靠前，零距离了解居民、服务居民，
激发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

蓬勃生机。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何洁

千余街巷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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