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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示范区发布专项规划做好“水”文章

高品质打造人水和谐生态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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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您品味“舌尖上的古城”
“寻味苏州”美食节送出“尝鲜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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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百

条乌篷船、皮

划艇集结在浙

江绍兴东湖景

区核心水域，

每条船的船头

还各放置了一

张亚洲国家最

具特色的景点

照片，迎接第

19届杭州亚

运会的到来。

作为承办亚运会

比赛项目最多的协

办城市，绍兴将承办

篮球、排球、棒球、垒

球、攀岩5个项目，向

全国、全亚洲、全世

界展现中国特色、浙

江风采、绍兴精彩。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美食之城苏州再次端出“美

食盛宴”……近日，2023“五五购

物节”餐饮促消费系列活动暨

“寻味苏州”美食节在观前新艺

广场启动，全市十大板块联动，

行业协会、餐饮企业等强强联

手，商家聚集平台赋能，带来内

容丰富的“美食大促”，开启“食

惠苏城”的寻味之旅。几十家特

色餐饮品牌集中亮相“寻味市

集”，推出特色丰富的美食。

2500年的苏州城，孕育出苏

州餐饮匠心传承、精益求精的品

质，为美食之城奠定扎实的根

基。“苏州美食已经做好准备，向

全国、全球发出邀约，一同‘寻味

苏州’。”苏州市商务局局长孙建

江表示，近年来，苏州打造“双12

苏州购物节”“五五购物节”“夜

zui苏州”等多个城市消费节庆

品牌。2023“五五购物节”活动

将加强沪苏消费联动，持续打响

苏州城市消费节庆品牌。时间

持续到6月底的“五五购物节”

活动中，餐饮消费作为8大促消

费重点领域之一，亮点频发，苏

州全市各板块将举办各类餐饮

促消费活动近300场，促销让利

金额超2400万元。

“寻味苏州”美食节是此次

餐饮促消费活动的重头戏，现场

发布“二十四节气苏州时令美食

推荐榜单”“光盘行动”制止餐饮

浪费倡议等。由苏州市餐饮业

商会、苏州市烹饪协会、苏州市

老字号协会和长三角地区多个

重点城市烹饪协会、餐饮业商会

共同成立长三角美食大联盟。

据了解，联盟将开展长三角

餐饮美食交流互动活动，搭建长

三角美食资源整合共享平台，举

办长三角美食节庆活动，加大非

遗美食技艺传承推广，探索餐饮

企业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模

式，加速餐饮行业转型升级，增

强城市美食消费新动能，共同打

造长三角城市美食圈。

一碗依时而食的三虾面，是

苏州人心心念念的夏季美食。眼

下，正是品尝苏州三虾面的最佳

时节。由苏州市烹饪协会组织全

市新梅华、新梅华 ·姑苏食景图、

江南雅厨、姑苏桥文人苏式面馆、

裕面堂、甚美斋、苏虞斋、乾盛兴、

苏面斋等多家知名餐饮企业、面

馆联手送出“尝鲜大礼”，在线免

费发放千碗三虾面，邀请消费者

感受“二十四节气”苏州时令美食

推荐榜单中的夏季一碗面。

本报记者 唐闻宜

近日，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

道——金塘海底隧道宁波侧盾构

工作井开挖。据项目有关负责人介

绍，隧道周边地下油气管线众多、开

挖深度深、工艺复杂。此次宁波侧

盾构工作井开挖尺寸长22.6米、宽

21.1米、深58.13米，是目前国内最

深盾构始发工作井。

金塘海底隧道位于宁波与舟山

之间金塘水道下方。隧道西起宁波

市北仑区，东至舟山市金塘镇，全长

16.18千米，是甬舟铁路全线控制性

工程。该工程将实现世界上首次两

台超大直径盾构在海底对接、原位

拆解回拖。

据了解，甬舟铁路西起宁波东

站，经宁波市鄞州区、北仑区，舟山

市金塘岛、册子岛及舟山本岛，东至

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线路全长约

77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是构建

浙江省“1小时交通圈”、形成大陆

与舟山岛间便捷客运的通道。项目

建成后，将填补浙江最后一个设区

市不通铁路的空白，对实现甬舟一

体化、同城化发展，加快舟山及宁波

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具

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俞碧峰

近日，黄山黟县古城的

街头巷尾热闹非凡，近200

名来自山东烟台的写生学

生沉浸游览，写生创作。在

他们笔下，小桥流水桃花

源，粉墙黛瓦马头墙，他们

挥毫定格徽派艺术，执笔传

承历史文化。

“我非常喜欢中国传统

文化和建筑，来到这里以后，

我可以深入其中，感受古代

工匠之美，并用画笔记录下

来。”来自烟台第一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的学生董育鸣说，在

古城写生对提高他的构图和

创作水平有很大的帮助。黟

县绝佳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厚

重历史文化，每年吸引数十万

全国乃至海外的美术专业学

生、青年艺术家慕名前来写生

考察，成为全国各大中专院

校重要的写生基地。

黟县古城至今已有1500

多年的建城史，是古徽州城

市建设中自然观与礼制秩

序相互融合的杰出代表，在

城市形态、传统格局、民居

街坊、巷道空间、整体风貌

和生活延续等方面保存真

实而完整。

连绵的民居，通透的街坊，厚重

的古桥等古代建筑与场景，都为来

此的师生们带来了不同以

往的感官体验。“古城的环

境非常干净宽敞，在这里写

生，学生可以接触到大场

景，我们为学生讲解传统建

筑的结构、形态、构件元素、

地域特征等内容也会更加

直观和充分。”烟台第一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老师王越

介绍。

近年来，黟县坚持“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等原则，大力推进

历史文化保护项目，通过基

地建设、分流管控等积极措

施，活化写生经济业态模式，

助力写生经济良性发展的同

时，也为写生师生提供了更

加丰富的“目的地”选择。

为丰富广大师生的写

生体验，今年起，黟县将古城

街区纳入“黟县写生研学目

的地”之一。黟县目前共有

110余家的写生基地，每年

接待写生超过150万人次，

成功打造宏村、西递、南屏、

守拙园、屏山、木坑等6个研

学基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观光，直接助推当地旅游消

费，将古城街区纳入写生研学目的

地，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源源不断的

发展新活力。 本报记者 吕倩雯

甬舟铁路建设迎来新进展
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盾构工作井开挖

两个专项规划印发实施
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发改委副

主任张忠伟介绍，《示范区水利专项规划》以

高品质打造人水和谐的生态水网为目标，明

确到2025年，全面推进人水和谐的生态水

网建设，基本建成协调协同的防洪除涝保障

体系、互联互通的水资源供给保障体系、共保

联治的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体系、共商共

管的综合水管理体系，河湖水面率由20.3%

上升至20.61%（水面将增加7平方公里）；到

2035年，示范区“一网+四体系”全面建成，率

先实现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示范区供排水专项规划》分为供水规

划、污水规划、雨水规划三部分内容，将重点

打造互联互通的水资源供给保障、共保联治

的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协调安全的雨水排

水、共商协同的水综合管理等四大体系。明

确到2025年，先行启动区市政供水“同网同

质同服务”；基本实现城乡污水全收集、全处

理，源网厂河（湖）一体化管理；基本建立完

善的排水防涝体系。到2035年，示范区市

政供水实现“同网同质同服务”，一体化供水

成为示范引领的标杆；全面实现城乡污水全

收集、全处理，构建形成标准领先、生态绿

色、安全韧性、智慧高效、区域协同的污水收

集处理体系；形成与示范区定位相适应的具

有较高标准、系统完善、安全韧性、生态优良、

智慧高效、区域协同的城镇雨水排水体系。

2023年13项重点任务明确
今年，示范区水务工作将聚焦13项重

点任务展开，包括7项一体化制度创新，6个

重点建设项目。

7项一体化制度创新不仅包括水利专

项规划、供排水专项规划、联合河湖长制3

项制度创新成果的落地实施，还包括示范区

幸福美丽河湖建设、示范区水利（务）领域一

体化规范、跨界水体水利工程“建管运”一体

化机制、加强重点河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

4项制度创新举措。

6个重点建设项目涉及元荡生态修复

和功能提升（三期）工程、淀山湖岸线生态修

复（一期、二期）工程、蓝色珠链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一期、二期）等，其中元荡生态修

复和功能提升工程三期建设，在一期、二期

工程10.5公里建成长度的基础上，通过三年

的持续建设，将实现23.9公里全线贯通。

联合河湖长制工作规范出台
联合河湖长制是示范区治水理水取得

成效的重要制度保障，作为2023年重点工

作之一，《示范区联合河湖长制工作规范》就

是要将示范区在治水理水方面行之有效的

经验做法系统集成，不仅为持续夯实示范区

生态环境基底提供强有力制度保障，对长三

角乃至全国建立健全跨界联合河湖长制也

将具有示范引领效应。

《规范》共44条，重点明确了示范区联

合河湖长制工作内容和要求，分类细化了示范

区内各级联合河湖长具体工作职责和任务，

详细规范了各级联合河湖长的履职重点和

履职方式，创新建立了联合巡河、联合管护、

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治理“五大机制”。

“治水理水，需要久久为功。目前，示

范区治水理水制度的效果已初步显现。我

们相信，未来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示范

区将探索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示范区绿色的底色将更加浓郁。”张忠伟说。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一衣带水，以水为脉。对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来说，水
是最重要的生态本底，如何做好“水”文章，是示范区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天上
午，示范区执委会会同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沪苏浙两省一市三级八方水利
（务）部门，联合召开示范区水利（务）领域联保共治创新实践成果新闻发布会，
共同发布示范区《水利专项规划（2021—2035年）》《供排水专项规划（2021—
2035年）》《联合河湖长制工作规范》和《水利（务）领域2023年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