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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塘老街

“智造名城”打造开放创新高地
常州科技经贸合作聚焦新产业引入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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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山与浙江平湖探索毗邻地区联动发展

南北“两山塘”同谱“共富曲”

村民 腰包鼓起来
平湖市广陈镇山塘村村民张岳明，尝

到了沪浙合作建设景区的甜蜜，“以前我就

在老街上开香烟店，后来因为老街没人，十
多年前就关了。”张岳明说，“现在村里把我

的生产用房回租引入新业态，加上我自己
还有两个商铺，老街复市后，我不仅重开了

香烟店、新开了文具店，还做起了房东，老

婆也应聘在景区做保洁，现在我们两人除

了退休金外，一年还有十多万元收入。”
南北山塘携手打造集古镇风韵、田园

风光、文化体验、休闲生态、旅游度假、现代

农业观光及深度参与、综合服务于一体的
“明月山塘”跨省景区，打破行政藩篱，共同

打造风貌统一、彰显特色、优势互补、协同
发展的“大山塘”。2020年，“明月山塘”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约 62万人次，旅游经营总收
入 2408万元。

作为嘉兴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
个缩影，南北山塘的发展不仅带来环境面

貌的巨大改变，而且为村民致富创造机会。
2017年，南山塘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30435

元，而 2020 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36421元，增幅明显。南山塘村的集体经济

收益也由 2017年的 290.09 万元，跃升为
2020年的 940.02万元，成为平湖市广陈镇

村集体经济收入最高的村。

景区 游客留下来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这里的农家乐基

本上都是被订满的。”平湖市广陈镇山塘村

党总支书记金建东不再为客流量发愁，专
心于景区业态发展，从而提升容纳力，做到

让游客留下来。
明月山塘景区面积共 730亩，其中位

于浙江省境内的有 620亩，隶属平湖市广

陈镇山塘村区域，已成功创建国家 3A级旅
游景区。该景区是平湖市探索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试验田，也是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
（广陈镇）农旅文融合产业发展的试点区域。

2021年上半年，广陈镇就在原有基础

上再次投入 2000多万元，提升了山塘老街
绿化、导视系统、网红打卡点、灯光工程等。

在核心景区全力招引文创类、美食类、旅游
商品、农家乐、民宿、游乐项目等文旅业态，

店铺由原来不到 20家增至近 70家，初步
实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面开花。

明月山塘景区、美郁花园农场、龙萌湾

民宿……“十一”期间，广陈镇累计接待游
客 116859人次，旅游收入 232.1万元。如

今，在明月山塘景区里还开出了文创小店、
奶茶铺、工艺品店。眼下，南北山塘正携手

谋划“长三角共同富裕示范街”。

环境 山水共享来
推进共同富裕，不单是收入增长，更体

现在民生福祉。从共建到共享，南北山塘也

在追求“精神共富”。

几年前，山塘村还是有名的养猪村，河
道淤堵发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

让两村在共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互学互
比、互促互进。北山塘看到南山塘生态护岸

赏心悦目，实地取经后，马上对自家水泥护
岸加以改造。南山塘看到北山塘农业新业

态丰富，考察后腾退 5家企业，引进相关业

态，大力推动乡村振兴。
此外，金山区首条省际毗邻公交线路

廊下二路由廊下镇山塘村延伸至广陈镇山
塘村，实现沪浙南北山塘公交线路的互联

互通；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赠给南山塘
村 50个免费体检名额，让南北山塘同享来

自上海的优质医疗资源；沪浙两地合作举
办的半程马拉松在南北山塘开跑……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陆浩强

    签约产业项目 27个、总投资超过 630亿元，

首期规模 100亿元的“常州龙城科创发展基金”、
60亿元的“常州天使引导基金”发布……日前，常

州科技经贸洽谈会开幕，以“聚力国际智造名城，
打造开放创新高地”为主题，采用新模式、突出新

内涵、聚焦新经济、引进新基金。
“常州是一座有着 3200多年历史的江南文化

名城，也是长三角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常州

市委书记陈金虎致辞表示，常州有承接优质项目
布局落子的“好区位”，有培育优质项目要素资源

的“强支撑”，有做强优质项目集群发展的“生态
圈”，有服务优质项目国内一流的“优环境”。“放眼

周边，今后一个时期，区域竞争格局巨变的最大红
利在常州，交通枢纽地位的最大提升是常州，新一

轮发展最好的‘时与势’聚于常州。”

开幕式上，首期规模 100亿元的“常州龙城

科创发展基金”、60亿元的“常州天使引导基金”

发布，将集聚资本力量，撬动常州市科技创新和
产业升级，加快建设长三角创新中轴和长三角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12个重点基金项目现场签约，
总规模超过 200亿元，聚焦于投资智能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与常州“携手联姻”助推创
新发展。

现场签约 27个产业项目，总投资超过 630亿

元。其中外资项目 13个，内资项目 14个，涉及新
能源汽车、锂电池、新材料、创新药以及工业服务、

现代物流、文旅等领域。
“常州西太湖国际社区”“常州汉江路国际街

区”两个国际街区揭牌。常州将对标世界先进城
市，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增加国际化城市功能布

局，营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吕倩雯

    10月 5日 11时，正是盐

城东台条子泥涨大潮的时刻。
大堤外，海浪涌来，正在滩涂

觅食的鸟儿展翅腾起。一堤之
隔，是它们避潮休憩的 720亩

“家园”。成千上万只鸟儿飞越
海堤，它们落脚这里，踱步、嬉

戏、觅食，等待两小时后潮水

退去。“在这 720亩的‘家园’
里，候鸟种群数量不断上升，

去年我们在这里同一时间监
测到 5.8万只鸟，今年这个数

字上升为 6.5万只。这些，与小
青脚鹬连续两年种群数量增加

的实例，都成为条子泥在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重要地位的

有力注脚。”北京林业大学、东
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

究中心贾亦飞博士说。
勺嘴鹬被誉为“鸟中大

熊猫”，因嘴型像一把小勺
子，被鸟类爱好者亲切地称

为自带“饭勺”的小鸟。每年

的 8-10月，“小勺子”都会长
途跋涉来到盐城。这份青睐

缘于什么？这里拥有 582公
里的海岸线以及太平洋西岸

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生
态保护最好的 77万公顷海岸型湿

地，是濒危物种最多、受威胁程度最

高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
线的中心节点，也是勺嘴鹬漫漫迁徙

途中重要的“停机坪”和“加油站”。
在近日公布的“生物多样性

100+案例”全球征集与评选中，共有

19 个案例被评审为“生物多样性
100+全球特别推荐案例”，盐城以恢

复鸟类栖息地为目标的基于自然解
决方案———盐城黄海湿地遗产地生

态修复案例，从七大洲 26个

国家 258个申报案例中脱颖
而出。“盐城将开展生态修复，

最大力度保护好生态原真性
和生物多样性。”此前，在盐城

市第八次党代会上，盐城市委
书记曹路宝在报告中提出，要

“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bS），切实强化山水林田湖
草协同治理”。

2019 年 7 月，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盐城
黄海湿地成为全球第二块潮

间带湿地遗产、江苏省首项自

然遗产。条子泥作为该处自然
遗产地的核心区，为了帮助鸟

类找一块躲避涨潮的歇脚地，
专门划出 720亩专用地，通过

生态修复、制定管理细则，打造
了国内第一个固定高潮位候

鸟栖息地。
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

去。据东台沿海经济区管委会

副主任王卫国介绍，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NbS），盐城实施

黄海湿地内珍禽保护区退渔还
湿工程、射阳盐场 1号水库生

态修复工程，积极为鸟类等更多生物

打造一个又一个“新家园”“新乐园”。
眼下正是候鸟迁徙季，30多万

只候鸟将陆续抵达盐城黄海湿地。
国家林草局国际湿地科学技术委员

会副主任、《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
员会主席雷光春说：“无论是世界

遗产保护管理的最佳实践，还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这里都会成为一个全球保护的

最佳案例。”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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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中国南通江海国际文化旅游节开幕，展

示南通独特的江海文化旅游资源和发展。作为主体
活动之一，“追梦江海 ·飞阅南通”长三角媒体南通

行大型采风活动举行。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山塘河上山塘桥，山塘桥边两山塘。在浙江平
湖与上海金山的交界处，有一座跨省“古桥”。桥的
南边是平湖广陈镇，北边是金山廊下镇，相邻村庄
“同名同姓”———山塘村。两个山塘村虽然分属沪浙
不同的行政划分，但两地居民习惯相通，交流频繁。

长期以来，南北两个山塘村均以农业生产、生猪
养殖为主，交界地带经济发展较缓。如今，地相邻、人
相亲、名相同的南北山塘，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
下，两村“同名同心”，在区域联动中同谱“共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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