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古渡口，熠熠生新辉。近

日，位于吴江平望镇的运河文化旅
游景区“頔塘新渡”亮灯，以光彩夺

目、水声交融的崭新方式，点亮大
运河、点燃夜经济。

平望依水而建、缘水而兴、因
水而美，早在明清时期，“頔塘跃

马”便是“莺湖八景”之绝胜，頔塘

将漕运从大运河向西延伸至湖州，
使平望成为四达要津、水运重镇。

作为吴江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的核心点位，“頔塘新渡”所处位

置，即頔塘故道与古渡所在，“頔塘
新渡”与周边的“江南名刹”小九华

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德
桥、今年新落成开业的京杭大集等

交相呼应，共同融入三环一带优质
环境，串联起精华环线，构建闲居

出游两相宜的游憩动线。
此次改造，还原了已然湮没的

水道，以水纹玻璃棚架的水痕光
斑、水景的流泉落涧、地面的参差

弹石、乌桕苇荡的金风秋意，再现
頔塘的潺潺水韵。

“以前渡口这一片都是停车
位，没什么人气。改造后，给大家提

供了一片优质的活动场地，人群慢

慢聚集起来，有来早锻炼的，有来

拍照打卡的，有来歇脚唠嗑的，热
闹起来了。”“頔塘新渡”旁的面馆

老板沈女士说。
“看到居民开心共享这个空

间，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頔塘新
渡方案主创设计师、AECOM 规划

设计项目总监林俊逸说，希望通过

整合流泉、带水纹玻璃的棚架、喷

雾、水投影灯等元素唤醒大家对古
运河水道的记忆。

“今年以来，平望镇与全国多
家一线品牌、一流团队合作，高质

量完成京杭大集一期、运浦花园、
平望驿、莺脰湖路、环镇绿道等一

批节点性工程建设，推动平望越来

越有亲和力、美誉度。”平望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赵伟表示，此次平望

镇牵手上海建工，在短短 3个月的
时间里，使頔塘新渡重焕新生，为

居民、游客提供了一个亲水性、可
达性的新空间，勾勒了一个江南

韵、现代风交织共鸣的新场景。
“平望镇将持续以‘平望 ·四河

汇集’为统领，以运河、太浦河岸线

为核心动线，精雕细琢、有机更新，
形成‘圩田农旅、河荡交汇、水镇风

貌’三大片区，呈现专属于平望‘望
江南’的动人故事场景。”平望镇党

委书记戴丹表示。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王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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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面孔绿绿

支持绿色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探索加大对绿色保险的再保险支持、在区

域绿色交通等环节开展碳普惠激励体系……近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方案》印发，一轮剑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构建新发展

格局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绿色金融样板的探索和尝试，正在示范区内涌动。

绿色金融“碳”路示范区
三年时间 九大任务 30项清单

助力
三年实现“双碳”目标
实施方案明确，示范区绿色金融发展

将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跨域联动协同、服务
实体经济、区域风险可控的原则，因地制

宜、突出特色，按照“规划先行、先易后难、成
熟一项、推进一项”的思路，用三年左右时

间，基本建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内跨区域绿色金融合作机制，形成

行业标准明晰、技术创新领先、产品服务多

元、组织体系完善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助
力一体化示范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未来三年，示范区执委会将会同相关
单位，努力将示范区打造成为绿色金融产

品和服务创新的先行区，实现绿色信贷、绿
色债券、绿色股权融资等在社会融资规模

中的占比较快增长，绿色贷款不良贷款率
不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气候投融资和

碳金融应用的实践区，扩大气候投融资规

模，深挖碳金融潜力，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
现突破，开展低碳前沿技术研究，加快推广

应用减污降碳技术；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
融合发展的试验田，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贷

款规模和占比逐年下降，探索形成持续有

效服务实体经济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

细化
九大任务强力推动

实施方案提出了九大任务，分别是：大
力发展绿色信贷、推动证券市场支持绿色

投资、创新发展绿色保险、发展绿色普惠金
融、发展气候投融资和碳金融、培育发展绿

色金融组织体系、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机制、建立绿色信息共享机

制、加强绿色金融交流合作。

一体化特色体现在各项任务之中。例
如，在发展绿色信贷方面，针对一体化示范

区的自身发展特点，探索建立绿色银行、绿
色企业、绿色项目评价标准和认证体系。在

推动证券市场支持绿色投资方面，支持上
海证券交易所在一体化示范区设立资本市

场服务站，打造绿色低碳企业投融资服务

一站式平台。在发展绿色普惠金融方面，在
区域绿色交通、城市绿色出行等环节开展

碳普惠激励体系，开发基于碳普惠的创新
产品，促进绿色金融的公众参与、引导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在发展气候投融资和
碳金融方面，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气候投融

资业务，争取国家级、长三角气候投融资服

务平台落户一体化示范区，鼓励社会资本
建立气候投融资基金，引导国际国内资金

更好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打造全国乃
至全球绿色金融资产配置中心。

落实
30项清单时间明确

为了保证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落到实

处，《实施方案》的附件中明确了各项工作
的任务表，记者看到，任务表细化了 10个

类别 30项具体任务的进度安排、责任单位

及指导单位，在进度安排栏里，每一项任务
需要完成的时间都一一明确。

记者注意到，在推动证券市场支持绿
色投资上，任务表明确支持上海证券交易

所在一体化示范区设立资本市场服务站，
打造绿色低碳企业投融资服务一站式平

台，该任务将由青浦区政府和示范区执委

会负责，在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在培
育发展绿色金融组织体系方面，示范区执

委会将支持设立一体化示范区金融同城
化服务创新联盟，推动联盟成员之间的长

期、全面、深度合作，激发绿色金融创新活
力，该任务同样明确将在 2021 年 12 月底

前完成。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从

金融创新、绿色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客观规
律出发，一项项任务按“时”入座。跨省域、

跨地区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一
体化绿色金融将如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强大推动力？在寻找答案的路上，示范区正
按照自己的节奏探索前进，在不久的将来，

或将成为示范区建设的一张新名片。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横港村有个“名人”，说起她，村里人

总会笑着说：“没错，就是那个马冬梅。”因
为和电影角色同名，寻味农庄女主人马冬

梅的知名度一下就打响了。
去年 4月，下岗的马冬梅改建了自家

房子，在村里开起了农家乐。鸡鸭自己养、
蔬菜自己种，院子里的“帐篷”摆一摆，便

有了浓浓的烟火气。“现在来村里的游客

多了，周末的时候生意特别好，小长假基

本上都爆满。”院子加上屋内的座位，马冬
梅的农庄一餐最多可以接待 200多人，家

里亲戚都来帮忙不说，切菜、配菜，还得雇
上不少人，“收入确实比上班的时候好”。

幸福乡村，大概就是马冬梅说话时圆
圆的眼睛里透着的光亮。

“水乡渔、桃花源、田园歌”，在嘉善县

姚庄镇，由北向南，一条“桃源渔歌”风景线
将所有的美丽乡村串成线，靠近风景线中

心位置的地方，便是横港村的所在。
省级卫生村、省级民主法治村、AAA

级景区村庄、市级文明村、市级“优美庭
院”……这一连串的荣誉对于以往的横港

村民来说，无法想象。早先村民的记忆中，
横港村是个养猪村，几乎户户养猪，河里

污水冒泡，两岸鸡鸭无数，就连空气里都
充斥着臭味。如今，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最初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村里的脏

乱差明显改善，河清岸绿让村民们尝到了

美好生活的甜头。环境好了，游客来了，民

宿和农家乐便有了萌芽的土壤。
深秋时节漫步横港村，身边成片的稻

田已然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田间野草不
多，倒是沿着田埂种下的薰衣草，让橙黄

的稻田平添几分浪漫。“上海人喜欢来这
里。”横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林

一路介绍着，基层治理的联户机制、“横港
里”旅游品牌的打造、“绿色生态加油站”

的横港经验，他如数家珍。而说到共同富
裕，他特别提到了土地流转。

“村里 1500多亩土地已经全部流转

到村集体，之前农户自己种，效率不高，一
年的产出可能还没有流转租金高。”土地

流转，就像一把游戏通关钥匙，打开了村
庄发展的锁扣，随之开启的，是村民们许

多奔向美好生活的可能。
首先可以想见的，便是土地的统一规

划、统一招租，不同地块不同的功能，种上
不同的作物，水稻、油菜、花圃……村集体

增收，反哺于村庄的建设———河道、道路、
绿化，村子更美了。更重要的是，土地流转

之后，农民“自由”了，就业、创业，农家乐、
民宿，村子更热闹了。

“去年我们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 4.23

万元，今年还有 4家农家乐新开，这两年

村民的收入还在逐步上升。”张林随手指
着或聚着闲聊，或在自己院落小憩的村

民，乐呵呵地说：“你可别小看他们，土地
流转、养老金再加上就业、创业，他们一个

月能有五六千元的收入呢。”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文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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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横港村

马冬梅的幸福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