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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制度创新经验复制推广

跨界携手共护“一江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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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渡赛“嘉”景 裹粽飘香满禾城

黄桃成熟采摘忙

在“粽子之乡”过端午品民俗

长三角地区湖荡密布，跨界河湖数不胜

数。流动的水域，管辖不清是最为常见的问

题，也是跨界水体治理要直面的难题。建立

轮值联席会议制度、推进跨界水体污染协同

治理、制定跨界区域水质监测方案、开展跨

界河湖区域联合执法……在前不久举行的

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第三次

工作会议上，沪苏、苏皖生态环境部门正式

签署交界地区跨界河湖共保联治备忘录，这

是一体化示范区制度创新经验复制推广的

生动案例，在不破行政隶属关系、涉及多级

多个行政主体的框架下，携手推进跨界水体

一体化共保联治。

携手治水 缘起示范区
跨界水体联保共治，要从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联合河湖长制说

起。早在示范区挂牌之初，跨界水治理已经

是沪苏浙交界地的重要议题。示范区内47

条跨界河湖首批73名联合河湖长受聘上

岗，开启了青吴嘉三地联合治水的篇章。

2020年9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保专项方案》印

发，以示范区和协调区47个跨界河湖为重

点，建立六大领域13项具体工作机制，为示

范区在重点跨界水体的联合保护和协同治

理上确立了共同准则和制度框架。

三年来，以“一河三湖”等为重点，示范

区跨界水体联保共治各项制度持续深化完

善，基于联合河湖长制的联合巡河、联合管

护、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治理“五大机

制”不断健全。同时，两区一县在跨界水体

联合监管、联合执法、联合防控、数据共享等

方面，持续深化合作，探索一体化发展的有

效路径。

今年5月，《示范区联合河湖长制工作

规范》印发实施，系统总结了示范区联合河

湖长制工作做法经验，为跨界水体联保共治

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复制、推广提供了可借

鉴的范本。

日前发布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2022

年生态环境质量报告》显示，2019至2022年，

示范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呈改善趋势。

其中，2022年，示范区96.2%水质断面达到或

好于Ⅲ类（优Ⅲ类），比2021年比例上升11.6

个百分点，比2019年上升21.2个百分点；

2022年，示范区内4个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均达到优Ⅲ类标准。

美丽河湖 示范长三角
经过近三年实践，围绕示范区重点跨界

水体联保共治机制的制度创新，示范区积累

了丰富经验且成效显著。如今这些宝贵经

验，将在沪苏、苏皖交界地区跨界河湖共保

联治中得到充分复制借鉴。

此次沪苏、苏皖生态环境部门分别签署

《沪苏交界地区跨界河湖共保联治备忘录》

《苏皖交界地区跨界河湖共保联治备忘录》，

沪苏、沪皖将按照地方特色，在不破行政隶

属关系、涉及多级多个行政主体的框架下，

共同推进跨界水体一体化共保联治。

备忘录明确，沪苏、苏皖交界地区跨界

河湖共保联治将参照示范区工作经验，建立

轮值联席会议制度，研究推进跨界水体共保

联治相关事项；强化跨界河湖周边城镇生

活、农业农村、工业和园区、船舶、港口码头

等污染治理，共同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推

进跨界水体污染协同治理；加强跨界水体水

质监测站点的统筹布局和联合监测，共同制

定跨界区域水质监测方案，形成水环境监测

一张网；常态化开展跨界河湖巡查，视情开

展跨界河湖区域联合执法、严厉打击违法排

放水污染物行为；有序推进跨界水体现有监

测信息共享、并逐步扩大共享范围。

同时，备忘录也根据当地双方的共同需

求进行了深化，比如沪苏交界地区将共建美

丽河湖纳入跨界河湖共保联治工作、苏皖交

界地区跨界河湖共保联治特别强调技术帮

扶，进一步丰富了重点跨界水体联保共治机

制的内容。 本报记者 毛丽君

眼下，正值黄桃成熟的季

节。近日，在南京市溧水区晶桥

镇芝山村综合社黄桃基地内，社

员们正在采摘有机富硒黄桃供

应市场。近年来，当地通过“高

校联村、校地共建”新模式，与南

京农业大学建设发展千亩富硒

生态果林，让富硒黄桃、玉米等

农产品附加值成倍增长，有力促

进农业增效、社员增收。

朱红生 摄影报道

如果要给一个城市选择一种代表性的

食物，嘉兴非粽子莫属。响当当的老字号

“五芳斋”“真真老老”让嘉兴几乎成为粽子

的代名词。或许因为粽子的关系，端午也

成为嘉兴人每年最盛大的节日之一。佳节

临近，一场民俗文化盛宴即将拉开大幕。

作为中国首个端午文化研究基地，嘉

兴已经连续17年举办端午民俗文化节。今

年的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将于6月21日至

6月24日举行，20项活动围绕“底蕴”“传

承”“创新”三大主题，全面营造浓厚的端午

传统文化氛围，展现嘉兴的端午味道、古城

味道、文化味道。

舞龙舞狮演出、龙舟竞渡、踏白船表演

赛、裹粽大赛……5场特色鲜明、形式各异

的重磅文化赛事将先后登场，这也是历来

嘉兴端午最为热闹、最具民俗特色、参与度

最高的保留项目。

在嘉兴裹粽子是种怎样的体验？6月

21日，不妨来实地感受一番。从专业选手

裹粽精英赛到民族同胞裹粽友谊赛，从外

国友人裹粽友谊赛到市民裹粽大赛，各种

不同“级别”的裹粽大赛精彩纷呈，小小的

粽子将凝聚团结力量，满城粽香也将让人

流连忘返。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嘉兴端午民俗

文化节将把主打活动放置在子城遗址公

园，让千年子城焕发时代气息，全面展现嘉

兴悠久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和嘉兴长

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的蝶变风貌。

今年首次举办的端阳大集将惊艳亮

相，届时，整个子城将成为一个沉浸式宋韵

文化消费体验区。去宋韵集市，和NPC诗

仙李白饮酒斗诗，现场体验香囊、团扇、绳

结等端午元素明显的非遗文化，艾草、菖蒲

等端午“五瑞”装饰的花铺，具有宋韵特色

的点茶铺和焚香铺，都可以互动打卡；子城

门口的舞龙舞狮演出，将定时开启，让节日

的热闹喜庆充满子城；子城里，“畅享端午 ·

‘粽’享时光”童玩会，滚铁环、舞醒狮、射五

毒……孩子们将在游玩中感受中华传统文

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毛丽君

苏州“搭台筑梦”，诚

邀各路精英来做城市合伙

人。近日，记者从苏州市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3年第十五届苏州

国际精英创业周将于7月

8日至14日举办，开幕式

将于7月10日上午举行，

继续与“苏州科学家日”活

动结合开展。

本届创业周活动主题

为“人到苏州必有为”，将

安排开幕式、主题论坛、

洽谈对接、前沿大赛、地

方专项等五大类38项活

动，着力打造成果展示

会、项目对接会、才智招

引会、人才交流会。截至

目前，本届创业周公共平

台征集项目2195个，同比

增长15.53%，其中海外项

目1154个，国内项目1041

个。项目线上平台共吸纳

237家载体机构对接，初

步对接率达98.4%。

据苏州市人社局副局

长夏永华介绍，本届创业

周延伸活动时间，主会期

由往年5天增加到7天，做实项目对接。加

强全球联动，在海内外12个城市同步举办

专场活动，加快苏州人才工作海外传播体

系建设；拓展引智范围，助力“链”的融合，

加大四大主导产业人才项目邀请力度，力

争让更多人才项目落实落地，进一步完善

节、会、赛、研、招“五位一体”活动体系。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于2009年创办，

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4届。14年来，共有4

万余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携带3.5万多个

创新创业项目参与对接。目前，苏州国际

精英创业周已累计落户项目10932个，其

中创业投资项目9942个、创新合作项目

990个，四大产业创新集群领域项目合计

占比67.32%（电子信息占比19.73%、装备

制造占比21.62%、先进材料占比12.70%、

生物医药占比13.27%），申请专利数量近2

万件。提供就业岗位近20万个，形成了以

产业链集聚人才链、以人才链支撑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目前，苏州市人

才总量370.12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38.14

万人，留学回国人员超5.9万余人、占比超

过全省的四分之一，持证外国人才10428

人，居江苏省首位。

本报记者 唐闻宜

“爱海护海，休渔谢洋……”近日，

2023舟山群岛 ·中国海洋文化节暨休渔谢

洋大典在浙江岱山县举行，来自岱山六镇

一乡的320位渔民汇集海坛，以庄严的形

式，表达真诚的祈福心愿，用传统文化守

护海洋。

休渔谢洋大典从2005年举行至今，已

成功举办17届，成为岱山发展海洋文化的

金名片。本届休渔谢洋大典，以“仙岛逐梦

新征程 共富共美新画卷”为主题，分为开

幕、祭祀仪式和歌舞谢洋三部分。在《拢洋

诵铭》中歌舞谢洋拉开序幕，漫山金鼓擂

动，渔家儿女手执竹简，高声吟诵《海坛

铭》，呈现岱山人民的文化自信。渔民穿梭

缆绳间，嘴里喊出嘹亮的渔民号子，展示着

“渔歌庆丰踏浪归”的喜悦之景，让观众进

入“浙里仙岛岱你来”的热闹场景。

岱山是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中的一个海

岛县，这里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和海

洋文化资源。岱山祭海谢洋大典作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达了岱山人民感恩

海洋、热爱海洋、守望海洋的美好情感，以

渔民传统文化生活为载体，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幸福生活万象更新

的美好愿景。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岱山举行休渔谢洋大典传承非遗文化

渔歌祈福 感恩海洋

南 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