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江苏宿迁市泗洪县梅

花镇万全村千亩稻蛙共作基地迎

来双丰收。整个基地呈现一派丰
收的喜人景象。今年，全县发展稻

蛙共作面积近 5000亩，产值将突
破 1亿元。此外，为了提高稻蛙附

加值，该县还在梅花镇建起了御
蛙坊产品研发中心和生态有机大

米生产线，带动 300余人家门口

就业。 张连华 摄影报道

稻蛙共作双丰收

宿迁泗洪     秋染姑苏城，风起新康养。苏州

市健康养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日前揭牌。

作为苏州市属一级国有企业，苏
州康养集团将打造认知症照护中心、

长三角辅具展示中心、精品老年公寓、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康复医院兼老年

病医院、长三角养老人才培训基地等

“六大示范样板”工程，提升综合养老
服务水平，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协同发展，为长三角区域的长者提供
优质的健康养老服务。

“目前，苏州市户籍老年人口接
近 190万，老龄化率达到 25.69%，加

快推动人口老龄化应对工作，已经迫
在眉睫。”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

庆文表示，要以市康养集团成立为新
的起点，着力破解养老服务发展面临

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做大做强养
老健康产业，不断推动养老服务提质

扩面，建设让老年人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有保障、满意度更可持

续的养老服务体系，为全国养老服务
事业高质量发展探索“苏州路径”。

近年，苏州主动落实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国家战略，谋划推进“沪苏同城

化”，深化与上海等地的民生合作，释
放一体化红利。目前，苏州康养集团已

与多家健康产业企业、机构完成 13项
意向合作项目签约，与 13家单位签约

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合作项目中，既
有德国胜拓辅具、日本松下辅具，也

有苏高新集团、上海颐家养老、复星
康养集团、苏大附一院等长三角企业及机构。

“‘银发经济’发展前景广阔，苏州康养集团将
坚持‘市场化’导向，培育‘江南文化、苏式养老’服

务品牌，在‘最美窗口’勾画养老服务‘最美风景’。”
苏州康养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国文介绍，将链

接优质产业资源，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增进机构协
同合作，推动医养、康养资源有序共享，建设康养产

业系统生态链，发挥苏州国家战略叠加优势，打造

全国知名养老品牌。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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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岛湖是长三角最大的人工淡水

湖，是钱塘江乃至整个杭州水系的重要
源头。近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杭

州市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新闻发布会，就制定条例的背

景、过程和主要特点等进行了解读和介

绍。这是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设立以来
首部“量身定制”的法规，也是全国首部

生态“特区”保护法规。
2019年 9月，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复

同意设立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范围覆
盖全县域。围绕千岛湖保护这一核心，

《条例》进一步建立健全完备的保护机

制，巩固临湖地带综合整治成果，采取特
别的管理体制，实施严格保护举措，为保

护好千岛湖一湖秀水提供了法制保障。
由于特殊的功能定位，淳安虽是浙江

土地面积最大的县，但其中 80%是丘
陵，13.5%是水域，6.5%是盆地，发展空

间有限；境内的千岛湖，是杭州和嘉兴人

民的“大水缸”，极大地制约了淳安县的

发展。2020年淳安县 GDP只有 240.6亿
元，系杭州市最低。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

条例，支持淳安发挥自身独特的生态环
境优势，探索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径，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高效转化，加
快推动生态富民、绿色崛起。同时，在就

业保障、生态奖补、飞地经济等方面予以

支持保障，把淳安打造成高水平发展的
生态功能“特区”与实践“两山理论”的卓

越样本。

该《条例》经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将于明年 1月 1

日起施行。细看《条例》，共七章 42条。从
规划与管控、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

保障、支持与监督等方面，对淳安特别生
态功能区建设作出了具体规范。同时，结

合千岛湖综合保护和临湖地带综合整治

成果，《条例》对依法划定千岛湖保护范
围、岸线保护范围作出规定。

“《条例》力求既要保护好千岛湖一

湖秀水，又要保障好淳安 40 多万老百
姓的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杭州市

生态环境局副局级督查专员骆荣强
说，《条例》支持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建立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支持探索
拓展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

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还规定了杭州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淳安特别生态功能
区生态保护的目标、投入、成效和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建立生态奖补、强村
富民、区域协作等机制；明确了千岛湖配

水供水工程受益区水价应当优水优价，
体现水源区水源涵养、水生态保护、水环

境整治等投入，并鼓励依法开展多种形
式的水权交易，更好促进水资源的节约、

保护和优化配置。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量身定制”守护千岛秀水
全国首部生态“特区”保护法在杭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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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安吉发展竹产业探寻共富路

兴业串“竹”成链
富民点“竹”成金
    “做梦都想不到，竹林也能质押贷款。”

前不久，浙江安吉县统里村村民杨忠勇，拿
到了县里第一笔竹林碳汇质押贷款 37.19

万元，由他承包经营的 1030亩毛竹林成功
办理了全国首笔竹林碳汇质押贷款业务。

安吉因竹而美、因竹而名。改革开放以

来，安吉从卖原竹到进原竹，从用竹竿到用

全竹，从物理利用到生化利用，从单纯加工
到链式经营，竹产业迎来四次跨越，“点竹

成金”助推共同富裕。

林下经济绿色富矿
近日，两位来自浙江农林大学的林下

经济专家对报福镇景溪村林下作物种植培

育、产业规划等方面提出了专业建议，让村
党总支书记黄大伟欣喜不已。

景溪村坐拥 6000 余亩竹林，近年盘
活林下经济，通过三产融合为乡村经济开

拓新路。目前，该村打造的林下种植基地

已扩至 1000 亩，种植竹荪蛋、多花黄精、
木槿花等特色林下经济作物，为村里带来

可观收益。
“种植杨桐 723亩，5年后杨桐可以带

来亩收入 500元；种植食用菌 10 亩，菌菇
每年每亩可以增收 1 万元，年增收 10 万

元；培育笋用林 1000 亩，游客体验挖笋一

把锄头 30元，年增收 10万余元。”

黄大伟算了笔账，每年靠林下种植
能增收近 60万元，发展林下种植还

丰富了旅游业态，使广袤山林成为
农民的“绿色富矿”。

“我们继续把发展林下经济

作为推进林改工作、推动林业结

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安吉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黄宏

亮表示，希望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将生态资
源优势充分得到发挥，以带动片区经济发

展，实现群众增收致富。

一枝翠竹物尽其用
竹质结构材、竹装饰材料、竹日用品等

8大系列，900余家企业，3000多个品种，安

吉竹材加工业形成产业集群，走在全国乃
至全球前列。

2015年对外营业的安吉君澜国际度假
酒店也被称作竹子酒店，小到肥皂盒，大到

墙面装饰、家具摆设，全部采用全竹材料，

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采用全竹装修的
酒店。承担这些竹产品供应的，是浙江永裕

股份有限公司。谈及竹材应用，永裕竹业董
事长陈永兴直言，凭借椅竹融合、无限长重

组竹等新技术，在绿色建材方面开拓了更

大市场。

一枝翠竹物尽其用，安吉真正做到了。
竹鞭、笋壳可化身根雕工艺品，废角料变废

为宝成为木塑地板，竹叶中提取的竹叶黄酮
开发出竹饮品，深加工以后变成竹纤维……

在安吉县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洁看来，从

单纯利用竹竿到 100%全竹利用，安吉不断
挖潜竹材价值，并通过园区建设、政策引导，

实现了竹产业的品牌化、集聚化发展。

跨域布局助力共富
“依托竹子、混凝土材料的各自优势，

形成一种桁架受力模式，将竹建筑成功嵌

入到书店、酒吧、音乐厅、主题会所等多个
场景中。”永裕竹木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公司自主研发推出了 SPC地板、全竹家居
等一系列产品，先后承接了天津津北森林

公园、江苏太仓滨江新城江滩湿地公园等

项目；全竹装配式房屋在衢州、杭州、宿迁、

郴州等地项目均已完工，形成年耗竹材 5

万立方米的能力，销量每年保持 5000万元

以上，引领了建筑行业转型升级。
竹企寻求资源对接，实现跨区域产业

合作，这样的案例在安吉并不鲜见。由浙能
集团投资建设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以秸

秆、竹废料为原料的新型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预计总投资 5.5亿元，年消耗秸秆 25

万吨左右，项目全面投产后能够满足工业

园区内的整体取暖用热及生产用气需求。
“圣氏生物等竹企与其他地区开展竹

文化、竹旅游、竹加工等多方面合作，通过
‘政企研学’联动推广安吉经验，促进互利

共赢，助推更多地区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陈洁表示，要利用丰富的竹类资源，推动地

区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安吉竹产业影响力。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林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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