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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根越角

500岁银杏
在村口指路

深耕试验田
冲刺两周年

    “这棵银杏树曾是村子的路标，年复一年为行军

的士兵、往来苏浙的商人和回乡的游子指引方向。”
在青浦练塘镇徐练村村口，有一棵高 23米的银杏

树，树枝从中间长出，如巨人手臂向四面八方伸展。

如今，这棵 500多岁的老银杏也从曾经的实体路标
变成了代表着乡愁的心灵路标。

从空中俯瞰徐练村，田地被划成了均匀的色块，
屋舍傍水而建。烈日下，银杏织成一顶绿绒大伞，浓

荫里漏下几束阳光，枝梢间传来鸣啭声。这投下的一
片清凉，成了徐练人最好的游戏场所：老人们下棋、

拉家常，孩子们赛跑、唱歌。

“在我奶奶那辈，一个小孩子就能环抱住它。我
小时候，也常和小伙伴爬树，10分钟就能爬到顶。”

徐练村党总支书记沈引新感慨，从一株扎根于此的
小苗，到三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环抱的参天大树，这

棵银杏见证了徐练村的发展，寄托了村民们的乡愁。
70后沈引新在这棵树下长大，对家乡有着没法

割舍的感情。她也曾想走出徐练打拼，但最终还是留
了下来，一待就是 32年，一双手像银杏树的树皮，很

糙、很硬，但也“硬气利索”地参与徐练村的发展。
2014年，沈引新初任书记时，徐练还是上海的

“经济薄弱村”、练塘的“后进村”。为了美丽乡村的建
设，她总是奔赴拆违一线、工程现场，啃下一个又一

个“老大难”：2015年，她筹资 85万元拓宽 7条村支
路，加高 1500米河道石驳岸；2017年，她又向外争

取 1亿多元资金用于乡村建设……
老百姓的小事，都是徐练村的大事。老沈是村里

一名重残无业人员，房屋漏雨久未修缮，沈引新得知
后，立即联系爱心企业为老沈解难。这样的“小事”不

胜枚举，“有困难找阿引”也成了村民的口头禅。

“如今，生态农业是徐练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

还有蟹苗培育基地、乡村旅游和餐饮民宿产业的建

设。”每到深秋，银杏树就变成徐练村最美的风景，
满树金黄随风翻涌，宛如油画般浓郁而热烈。这两

年，徐练探索“银杏绿带党建红”，希望每名党员成
为像银杏一样屹立不倒的战士，张开双臂如银杏

“巨伞”般，为村民撑起一片天。
现在，更美丽的徐练村，也在吸引更多年轻人回

家乡。微雨时节，沈引新站在新修的乡音长廊旁听
雨，雨后的湿漉气息、长廊叮咚作响的竹风铃，都弥

漫在江南的片瓦青砖之间，而村口的老银杏依然指

引着回家的方向。“希望让每个游子回来时都能看到
家乡在一天比一天好。”

本报记者 杨欢 实习生 李政隆

    选派一批 90后、95后年轻

干部赴乡镇挂职锻炼、跳出“县
域思维”调整 9个机构加强制度

创新、以项目化带动一体化引领
沪苏同城化发展……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迎来
揭牌两周年之际，苏州吴江区召

开“两在两同”建新功行动暨冲

刺示范区建设两周年誓师大会，
发布“一线建功”四大计划。

其中，行动支部一线攻坚计
划，以深化先行启动区四大功能

片区改革为契机，打造黎里古镇
开发保护区建设、芦墟产城融合

区建设、北厍智能制造区建设、
苏州南站科创新城建设四个行

动支部，力争在先行启动区打造
更多高显示度项目，推动更多一

体化制度创新成果落地。

年轻干部一线淬炼计划，在
全区范围内组织选派了一批优

秀 90、95后年轻干部赴乡镇和
信访、“三治”、巡察等部门挂职

锻炼，并采取交叉挂职、轮岗交
流、岗位竞赛、专题培训等多种

形式提供能力展示平台，确保年

轻干部下得去、扎得深、走得远。
此外，领导干部一线示范计

划引导“带着书记项目到一线、
带着改革任务到一线、带着为民

实事到一线、带着调研课题到一
线”；先锋党员一线服务计划号

召全区党员牢记身份、立足本

职，服务大局，严格落实“双亮一

考三服务”，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的发力年、攻坚年。吴江推进水
乡客厅、高铁科创新城等“一厅

三片”重点区域规划建设，加快

沪苏湖铁路建设，推进中车交通
绿色协同创新产业示范区、恒力

国际新材料产业园、长三角中关
村集成电路创新港等重大项目

建设，努力在引领沪苏同城化发
展上走在前列。

吴江还在先行启动区汾湖

高新区（黎里镇）新设 4个功能
区，调整 5个内设机构。吴江区

委常委、汾湖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张炳高介绍，汾

湖在基础设施上，将加快浦港路
东延等省际断头路建设，推动城

际铁路、轨交线路的无缝对接；

在产业发展上，积极承接上海新
兴产业资源，围绕第三代半导

体、5G光通信、高端智能装备等
关键技术重点领域，吸引更多上

海头部企业入驻汾湖；在要素流
动上，深化政务服务的跨区域办

理，全力打造最舒心的营商环
境，吸引更多科技人才在汾湖创

新创业，让更多上海的原创性成
果在汾湖落地转化。

本报记者 杨欢

    江苏吴江召开誓师大会，

发布“一线建功”四大计划

青浦徐练村

沪苏浙联保联查跨界水体

    远洋 1** 和祥瑞 9** 的船主都没有想到，这两艘船舶途经长湖申线省际检查

站码头时，面临最高 3 万元的罚款。 这是长三角水上联合执法的结果。

近期制定形成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保 2021 年

重点工作计划》，计划从建立联合河湖长制、实施联合监管机制、开展联合执法会商等

方面联合保护长三角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

三地共护一方绿水

示
范
区

■ 长三角交通运输联合执法

重拳打击偷排超排
日前，远洋 1**和祥瑞 9**途

经长湖申线省际检查站码头时，上

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正联合青浦
区交通执法大队和江苏省吴江市

交通综合执法大队，开展联合执法
检查。重点打击的，就是内河运输

船舶偷排超排生活污水、燃油超

标、未配置防污器材等船舶防污染
领域内的违法违规行为。

检查中，联合执法人员目测发
现远洋 1**以及祥瑞 9** 两艘船

舶可能存在生活污水直接排放行
为后，果断实施“红色食用素检测

法”进一步检查。
进一步检查中，一名执法人员

将不会对水体产生污染的红色食
用色素倒入船舶日常污水排放设

施内，另一名执法人员在船舶尾部

进行视频摄像。在船舶尾部的执法

人员观察一两分钟，就发现红色素
从船尾流出，漂浮到了水面。

“可以确认，两艘船舶生活污
水通往舷外的阀门，都没有关闭，

这样的行为涉嫌超过标准向内河
水域排放生活污水。”执法人员当

即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
定》的相关规定，船舶超过标准向

内河水域排放生活污水，将面临最
高 3万元的罚款。

建立联合河湖长制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介绍，目前

正积极通过长三角水上联合执法

检查的方式，形成区域间的监管合
力，提升协同治理能力。接下来，将

持续对船舶安全及防污染工作保

持高压态势，常态化推进长三角交

通运输联合执法机制，保障长三角

区域水路运输市场安全稳定，落实
好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筑牢

长三角区域水上交通安全。
记者了解到，这还只是保护长

三角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的一个
举措，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结

合河湖联保工作实际，制定形成了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重点跨界水体联保 2021年重点

工作计划》，包括建立联合河湖长
制、实施联合监管机制、开展联合

执法会商、完善联合监测体系、健
全数据共享机制、深化联合防控机

制 6项重点工作和先行建立“一河
三湖”联合河（湖）长机制、全面建

立重点跨界水体联合河（湖）长机
制等 12项具体任务。

其中，建立联合河湖长制这一
项重点工作，就计划先行建立“一

河三湖”联合河（湖）长机制，由轮

值牵头部门组织“一河三湖”联合

河（湖）长共同巡河至少一次，及时
落实整改，并形成整改报告。

共同实施水质预警
在实施联合监管机制上，将明

确太浦河沿线相关水源地的分类

分级环境管理和准入要求，编制太
浦河沿线相关水源地管理要求，确

立太浦河沿线相关水源地一体化
管理要求，并明确太浦河水生态保

护和管控策略，在共同排摸的基础

上形成太浦河沿线排污口清单，建
立太浦河区域生态环境应急联动

合作机制。
为共同实施太浦河流动源污

染监管，两省一市将不但落实太浦
河区域船舶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和

生活垃圾“零排放”，以期形成流动

源调查清单，落实流动源管控措

施，还将共同实施太浦河闸泵调度
及水质预警，实施太浦河闸泵精细

调度和水质预警联动。
开展联合执法会商时，两省一

市将适时开展联合执法巡查，探索
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取证和损

害评估，形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取
证和损害评估方案。为健全数据共

享机制，将持续推进重点跨界水体
已有监测信息共享，完善流域信息

共享平台，形成信息共享清单。
对于不少市民关注的水葫芦，

两省一市将对重点跨界水体水葫
芦发生情况开展联合调研和检查，

并结合第四届进博会及示范区重
大活动保障，持续推进水葫芦联合

防控工作，开展“清剿水葫芦，美化

水环境”联合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记者 罗水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