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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朵云”开启文博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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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金泽镇新池村（见上图）位于

沪苏交界处，是太浦河流入上海的第一个

村落。以前，这里是“三不管”地带，荒草

丛生，本村的年轻人都留不住，更别提有

外人来。但如今，这里林秀花繁，湖面如

镜，粉墙黛瓦，“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新池村的变化，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战略有关。更具体地说，是“水乡客厅”江

南圩田样板区的建设让这里一跃成为长

三角的“圆心”。

“水乡客厅”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

是由沪苏浙在三方行政边界地理交汇点

附近合力打造的一块区域，用于集中实践

和示范城水共生、活力共襄、区域共享的

发展理念。江南圩田样板区位于新池村，

是“水乡客厅”先行启动区重点项目之一，

已在去年12月基本建成。

810亩的样板区形成了“一分林、一

分庄、三分水、五分田”的格局，从空中俯

瞰，水面连绵不绝，岸边绿树成荫，粉墙黛

瓦的民居与江南圩田相望，小岛、连廊栈

道点缀在如镜面般的湖水上。漫步其中，

仿佛走进一个生态公园，这里不仅保留了

原有1500株林地和行道乔灌木的自然生

态基底，还选取49种乔木、32种灌木、43

种草本地被、21种湿生水生植物示范种

植，形成天然的种质资源库。

据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朱雪生

介绍，江南圩田不仅借鉴了传统智慧，还

利用现代技术变得更“聪明”了。“通过智

能手段实时采集监测数据，实时分析农田

土壤墒情和进排水口的水质，对农田精准

灌溉和施肥施药，这样既能满足农作物的

生长需求，又能有效减少尾水污染排放。”

“原乡湖光揽胜”“圩田踏青寻芳”两

条核心游览环线也已建成，沿途设计“十

月秋荷”“樟林绿荫”“雪漾落照”“芳草洲

上”等四大观赏节点，实现江南生态鱼米

水乡风韵。林地、村庄、水岸、稻田，江南

农村的元素在这里浑然天成，“水行于外、

田成于内、绕堤而居”的特色田林水庄风

貌，让江南圩田不仅成为当地村民家门口

的生态公园，也成为展示长三角一体化建

设成就的新打卡地。

“这里建设得这么漂亮，我们每天都

来健身锻炼。周末也有很多从市区甚至

外地赶来游玩的人，大家都很羡慕我们的

生活环境。”如今，新池村村民的幸福感大

大提升，尽管他们无法准确描述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具体意义，但提起这项国家战

略带给村子的变化，脸上就洋溢起自豪的

笑容。 本报记者 杨欢

新池村“变形记”
从沪苏“边际”到示范区“圆心”

“我是青浦博物馆馆长王辉”“我是嘉善

博物馆馆长王佳晨”“我是六悦博物馆馆长

陈杰”……刚刚过去的这个虎年春节假期，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文博场

馆的馆长们领衔登场，为大家献上一场视听

盛宴，长三角示范区更是用“五朵云”，开启

了青吴嘉的新年文化大赏。

线上展示齐争辉
长三角示范区内文博场馆众多，里面藏

着许多宝藏，为了让观众对它们有更为全面

和深入的了解，在吴江“云上博享荟”的基础

上，示范区执委会联手青浦、嘉善，将这一平

台打造成了示范区文博场馆的展示窗口。

柳亚子纪念馆、六悦博物馆、青浦博物

馆、嘉善博物馆、陈去病故居……年初一到

初五，10家文博场馆的馆长、负责人相继亮

相，在向大家“云拜年”的同时，也把馆内的

精彩展陈，用“云展览”的视频方式，展示在

大众面前。

这里，有青浦崧泽、福泉山等古文化遗址

出土的精美文物，有嘉善历史上最具地方特

色的砖瓦窑业“不熄的窑火”；这里，可以在光

影中看见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会见四方人

士、议论国家大事、撰写诗文的过往，可以在田

歌声中听见吴根越角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

这里，可以近距离接触或许已被普罗大众遗

忘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可以跨时空感受中

医中药文化的博大精深……青吴嘉三地的

文化底蕴、独特魅力，交相辉映，相通相融。

线下联动后劲足
仅仅过眼瘾当然是不够的，这股“文博

风”也刮到了线下，并将持续刮到年后。

作为“五朵云”的重要组成部分，“云主

播”活动已于年前在线下率先启动，小朋友

们可以博物馆藏为主要题材，通过拍摄个人

的脱稿讲解视频上传作品，参与活动，获奖

者将有机会成为博物馆的“小主播”；“云鉴

宝”活动则采取云预约报名制，特别邀请了

文物专家，于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为

线上预约报名的市民现场免费鉴宝。

线上线下的联动远不止这些。据透露，

一场以馆内藏品为原型的文创大赛“云藏

品”正在酝酿，将在年后与大家见面，活动鼓

励更多的人从藏品中提取更多与生活密切

相关的文物元素，进行二次创作，让文物真

正“活起来”。观众可以通过文创作品把文

物蕴含的文化带回家，从而更多地挖掘时代

价值。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在持续的繁忙里
辞旧迎新，从假期的留守到
新年的部署，从产业项目到
互联互通，示范区建设从未
停下脚步。新年伊始，春天
的气息早铺满了这片众人瞩
目的热土。

虎跃春意浓 开工复产忙

青浦 交通“大动脉”
虎年新春，青浦区迎来项目“开工

潮”。青浦首座高架路——崧泽高架路主

线通车。崧泽高架路是连接虹桥综合交通

枢纽和青浦新城的“大动脉”，是青浦连接

国家战略的“发展轴”，是连接长三角数字

干线万亿产业带的“创新路”。通车后，从

虹桥枢纽到青浦新城仅需约15分钟，从江

苏、浙江到上海市中心仅需不到60分钟。

青浦区委书记徐建表示，崧泽高架路

将与轨交17号线、G50一起，为青浦现代化

枢纽门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更好地

助力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服务示范区、

引领长三角。青浦将以此为新的起点，进

一步完善城市路网、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城

市功能，努力把崧泽高架路打造成为青浦

发展的黄金走廊、面向未来的数字干线和

服务群众的幸福纽带。

目前，青浦已基本形成了崧泽大道、

318国道、青浦大道、盈港路、外青松公路以

及崧华路构成的主要道路网络。未来还将

实现“三线换乘”综合交通枢纽，即：上海市

域铁路示范区线、嘉青松金线、轨交17号

线。青浦区建管委副主任耿伟荣介绍说，

2022年，青浦区还有一系列交通重大工程

正在筹备，包括和示范区线共通道的外青

松公路交通功能提升工程，青浦大道南段

将新增G50青浦大道出入口，以及续建的

漕盈路南延伸、青昆路等。

吴江 聚力“高质量”
7日，迈为光伏设备项目在吴江开工，

与此同时，一批重点项目的持续推进，拉开

了吴江新一年建设的序幕。2021年底，位

于吴江开发区的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欧洲领先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品牌

REC太阳能集团，签订了400兆瓦异质结

整线设备订单，由迈为股份自主研发的异

质结整线设备首次走向海外。

2021年5月，吴江岭郅智能制造及智慧

供应链产业园项目奠基；9月，恒力长三角国

际新材料产业基地开工；10月，松陵大道综

合交通枢纽项目主体结构封顶；11月，微康

益生菌研究院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

回顾过去的2021年，吴江3个江苏省重大

项目，41个苏州市重点项目建设大力推进。

吴江实体经济基础雄厚，民营经济、智

能工业等全省领先，自全域纳入示范区以

来，吴江全力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坚持以一

体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走在一体化示

范区建设最前列，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100

亿元，“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国民

企500强”持续扩容进位，上市企业总数达

25家，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2022年，吴江全区共安排重点项目

209个，计划总投资3457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620亿元。其中，102个新开工项目已开

工25个，开工率达24.5%。包括迈为异质

结太阳能电池片设备整线、恒力新材料、微

康生物益生菌、捷力新能源隔膜等在内的4

个产业项目被列入江苏省重大项目，年度

计划投资达16亿元。新的一年，吴江将进

一步加大项目推进力度，确保省市重大项

目6月底全部开工，区级重点项目9月底全

部开工。

嘉善 突出“显示度”
“春节期间，我们一直在赶工1号厂房

一期的设备安装调试和2号厂房的土建。”

作为示范区重点产业项目，春节期间，嘉善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兰钧新能源项目建设现

场一直是热火朝天的开工状态，120多名建

设工人放弃与家人团聚，为项目的如期推

进忙碌着。这样的场景，在云顶新耀生物

医药项目现场同样上演。正处于第二阶段

水电安装和外立面施工的项目，在四五十

名留守的工人的坚守下，持续推进。

2022年，是嘉善各建设项目出“显示

度”的一年，虽然没有新春开工仪式，但已

经开工的项目都在全力持续推进。其中，

交通项目也非常值得期待。就在春节前

夕，包括320国道嘉善段整治工程、平黎公

路城区段改（扩）建工程、丁枫线拓宽改建

工程、丁栅至天凝改建拓宽工程（陶芦公路

至红旗塘大桥段）、2021年度“四好农村路”

提升改造工程、丁诸线航道整治工程、城区

公交快速环线、世纪大道5G自动驾驶微公

交等在内的8个重大交通项目宣布通车通

航，涉及里程约110余公里，总投资达88亿

元，极大缓解嘉善交通压力。

同时，总投资近500亿元的嘉善至西

塘市域铁路、嘉兴至枫南市域铁路、沪杭高

速公路嘉善联络线、兴善大道快速路、嘉善

大道快速路正式启动，这5个涵盖了市域

铁路、高速公路、高快速路的重大交通项目

建成后，将打通南北交通、进一步优化路网

结构，是高水平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健全

“公铁水”交通网络的重要支撑，助力嘉善

成为长三角交通枢纽城市。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杨欢

李
双
玖

摄

馆퓃늩컯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