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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泥塑带到
每个人的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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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浦有 24 个
湖泊，吴江有 322个
湖泊， 嘉善有 51 个
湖泊， 昆山有 41 个
湖泊， 如何串珠成链
提升蓝绿空间？近日，

长三角湖区旅游联
盟第一次工作会议
在青浦召开。 青浦、

吴江、嘉善、昆山文
旅部门签订联盟协
议， 将在联盟的新平
台上促进四地旅游资
源的融合发展， 共同
打造“世界湖区”的文
化旅游品牌。

    未来，湖区旅游联盟将引导长三

角区域内各地文旅产业错位发展，强
化区域间有机联系，避免同质竞争，

提升区域内互联互通水平。联手打造
区域生态走廊、风光带和文化休闲度

假区，推动长三角区域服务标准一体
化先行先试。同时，用好区域公共文

化交流平台，促进湖区古镇集群联动

开发，联合共建一批优质文旅产品。
青浦、吴江、嘉善、昆山四地就举办

“淀山湖打造世界级著名湖区”大会、
四地多景点实施旅游惠民措施、四地

联合拍摄湖区旅游联盟旅游宣传片、
四地联合打造湖区旅游联盟“江南文

化游”经典旅游线路项目等一体化背

景下的旅游资源融合项目达成了初

步共识。
青浦、吴江、嘉善、昆山四地文旅

部门表示，将充分利用湖区旅游联盟
这个大平台，积极协调，通力合作，进

一步深化长三角地区文旅部门的合
作，扩大联盟成员单位，在一体化发

展的道路上作出更多融合探索。会议

形成了以联盟主席牵头、秘书处协调
的固定工作机制，明确了联盟由发起
单位采取联盟主席轮值制

度，轮值期为一年。首届

联盟轮值主席由青

浦区文化和旅

游局担任。

先行先试 错位发展

文旅融合 深化合作
    长三角三省一市地域相近、人

缘相亲、经济相融、文化相通，是全
国旅游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国

家 5A级景区占全国 21%，度假区
占全国 43%，旅游总收入占全国

18.8%。进入新发展阶段，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为

三省一市深化合作交流创造了更

大空间和机遇。

    从共同建立长三角旅游推广联

盟，到合力推出长三角区域“名城、名
镇、名村、名山、名湖、名园、名馆”国际

精品旅游线路、“高铁”旅游等系列区
域主题产品，再到共同主办新四军

“东进之路”长三角红色旅游主题推

广活动……沪苏浙皖紧扣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持续推进文旅融
合，在产品开发、市场开发、人才开发

等领域加强对接，在项目建设、市场
监管、服务提升等方面深化合作，

不断开启长三角文旅发展新格局。

创新示范 异域同城
    近年来，青浦区文化旅游局积

极发挥文化旅游在长三角一体化进
程中的先行作用，探索文旅一体化

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打造江南文

化示范区，助推长三角地区向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通过整合旅游资

源，联合推出

6条“青新
江 南 醉 金

秋主题线路”，展现长三角地区江南

水乡游魅力；整合青吴嘉昆四地群
众文化资源，策划中小型群文节目

以“文化走亲”形式开展四地巡演；
成立四地“长三角一体化阅读联

盟”，开展“文进万家，书香青浦”阅
读服务活动；2019 年起成功举办

“水乡音花”长三角民歌荟和江南水

乡文化论坛，推出“田歌大家唱”等
创新节目，共同推进长三角地区非

遗交流与合作。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从全面

加速迈向全面深化，沪苏浙皖共绘
旅游一体化发展新图景，共谱旅游

高质量发展奋进曲，携手把绿水青
山护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

不久前举行的 2021年度长三角地
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也提出，要探

索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
等方面实现同城待遇。未来，长三角

人出游将更加“畅通无阻”。

本报记者 杨欢

    沪苏湖高速铁路是一条连接上海、江苏苏州、浙江湖州

的高速铁路，自开工以来备受关注。日前，传来好消息：青浦
特大桥金泽桥段 126号墩，顺利完成首件 0号块混凝土浇

筑，标志着沪苏湖高速铁路上海段第一个悬灌梁启动施工，
今后项目施工建设将由下部结构转入上部结构，由前期基

础建设迈入快速推进阶段。沪苏湖铁路金泽镇段不仅首个
完成上海市段腾地工作，还首个实现上海市段悬灌梁工程。

青浦金泽镇田山庄村的沪苏湖高速铁路施工现场一派
忙碌景象。126号墩已经完成浇筑，施工人员正忙着在养

护。据介绍，完成浇筑之后，项目部便根据天气变化等因素，

采用与当前气温、湿度相适应的养护措施，即先覆盖一层薄
膜防止养护水流失，再覆盖一层土工布洒水养护，既保温又

保湿的“双重”养护，确保浇筑后混凝土质量外观无裂缝。
沪苏湖铁路是一条连接名城、名湖、名镇的旅游黄金

线，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最具代表
性的项目之一。中铁十四局负责承建该项目工程站前Ⅳ标

段，上海青浦区金泽镇范围内 11.11公里，工程包含一处特
大桥工程，为青浦特大桥金泽桥段。该桥段既是项目部的重

点工程，也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沪苏湖站前四标段项目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保证首节悬灌梁的顺利浇筑，项目部精心
策划，周密部署，多次组织现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作业

队伍人员召开会议，对准备工作做了详细安排和分工，制定
了悬灌梁 0号块混凝土浇筑专项施工方案。为了确保浇筑

质量，浇筑选择在夜晚进行。在浇筑过程中，各部门全员出
动，极力做好技术、安全、质量、物资、后勤、电力等方面的保

障工作，各项保障工作具体到人，从而保证了首个 0号块顺
利浇筑。

目前，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大运量的城际铁路和
地铁正在建设中。连接沪苏浙的沪苏湖铁路已经迈入快速

推进阶段，在沪苏交界的元荡，130个白色桥墩露出水面。
未来，高铁就将从湖面上呼啸而过。沪苏湖铁路和 17号线

延伸段建成后，不但从上海到湖州的行程只需要 1个小时，

示范区与中心城区的连接也会更加紧密。

本报记者 杨欢

   “这些泥塑，经过 1000 多摄氏度

的大火，可以存续几百年。跟普通的
商品不一样，在它们身上能听见历史

的声音。”看向工作室展示区里数十
件或大或小、传神有致的泥塑作品，

丁海龙目光坚定。
丁海龙出生在嘉善县大云镇曹

家村。小时候，他在家附近的泥地里

和泥捏了两条小蛇，因为过于逼真，
吓得邻居不敢靠近。年轻时，做过木

工，箍桶、打铁、修船、大漆，还办过木
器加工厂和家具厂……但童年时对

泥巴的热情，一直深埋在他心中。
1998年，他决定离开家乡，远赴深

圳，边打工边学习雕塑，一待就是七
年。从热爱到专业，其中艰辛无人知

晓。后来，丁海龙已渐渐能接手市政
级别的工程设计制作，39 岁时又做

了一个决定———回到家乡。
“选择回来，是想给乡里乡亲一

个惊喜。”当初的小工匠成长为技艺
精湛的大师傅，丁海龙得到了不少认

可，一些作品甚至能进入会议和展览
厅，但他仍觉得不满足。“我是‘野路

子’出身，一切全靠自学和摸索。创作
的作品也大多是穿粗衣、戴汗巾、仰

头唱田歌的农民形象，虽然有农村那
种原始的生命力，但总是缺少一点艺

术性和美学呈现。”
四十多岁的丁海龙，毅然选择到

位于杭州的中国美院进行正规学习。
随后，他又参与了上海世博会非洲

馆的雕塑打造。沪苏浙项目的经验

积累，不仅让丁海龙在作品观念和
技艺上得到精进，也为他提供了与

更多大师、名企交流的机会，提升了

国际视野。

有一次，丁海龙跟随团队拜访一
位日本漆器大师。谈到自己的手艺

时，对方指了指隔壁店家，谦虚地说：
“我们做漆器的时间不算长，才 200

多年，他们已经做了 400多年了。”这
让他意识到，日本的匠人能够保证一

项技艺世代相传，除了专注一事、精

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外，还要依托整
个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

“嘉善是江南地区雕漆技艺的发
源地，元代雕漆大师张成、杨茂也都

出自嘉善，这就是我们宝贵的传统
啊。”他以嘉善当地的文化为蓝本，陆

续创作出一系列雕塑作

品：从古代书画家姚绶、吴
镇，到现代剧作家顾锡东

等三十余位地方名人塑
像；以嘉善籍明代散文家

魏学洢的名作为灵感的
《核舟记》；融入嘉善众多

传统特色的体育主题雕塑

《上善若水》……富于表现
力的乡土语言与融合传统

和现代的创意相叠加，一
件件凝结匠人妙手巧思的

作品，逐渐成为嘉善“善文
化”对外展示的一个橱窗。

作为嘉善工艺美术协
会会长、嘉兴市泥塑与漆

器的非遗传承人，丁海龙
也致力于带动这项非遗技

艺的传承和发展。除了定
期为村民们开课授业外，

他还是大云镇中心学校和
嘉善信息技术工程学校

的外聘老师，为孩子们每周送去两

节泥塑课。未来，他打算在自己的泥
塑传承室中建起泥塑互动体验区，

“将泥塑带出展览馆，带到每个人的
手心里”。

嘉善西塘镇祥符荡与上海青浦
的交界处，丁海龙正在设计打造一个

高 18米的大型雕塑，主题就是长三

角一体化命题下现代与传统文化的
融合。传统与当下的关系，恰如丁海

龙手中不起眼的泥土，历经雕琢、浴
火，代代相传，才能叩出历史的回音。

实习生 陈亦智
本报记者 黄佳琪

四地景点门票可望互惠
长三角湖区旅游联盟成立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
青吴嘉我我

绿区新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