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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长兴推进智慧治河数字护水

从“治水”到“智水”共护生态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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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示范区摄影大赛采风进浙江

“地嘉人善”让摄影师流连忘返

8月10日，“跨域一体 ·开放共赢——

2023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摄影大赛”采风之行来到浙江嘉善，乘

着示范区建设东风，四年来，这片土地“茁

壮成长”，风景日新月异，不论是产业还是

乡村，愈发呈现出“地嘉人善”之势。

采风的首站，摄影爱好者们来到了位

于姚庄的丁栅沉香共同富裕聚落 ·水乡

SOHO，作为一体化示范区城乡有机更新

的样板工程，围绕沉香荡、丁栅老集镇，通

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共同富裕聚落，建

设粮仓美学、共享办公、文艺创作等综合

体，用产业和社群激发老镇发展活力。

水，是示范区最具特色的肌理，在水

一方，守一方水域的嘉善，有很多故事可

以说。在嘉善县太浦河水生态保护区，摄

影爱好者们成为了最忠实的倾听者。太

浦河长白荡饮用水水源地是嘉善县唯一

的饮用水水源地，这里的生态湿地是鸟类

等野生动物绝佳的天然栖息地和候鸟迁

徙地。看飞鸟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掠

过，水域湿地的景致纷纷定格。

嘉善不只有美景，好生态之余，产业

发展澎湃着时代的声音。作为一家专业

研发、制造厨房小家电产品的公司，浙江

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年销售额达到4亿

元，公司品牌ASD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

注册。2022年实现出口3300万美元。今

年爱仕达新电商总部项目，将打造电商孵

化基地，拓展线上销售渠道，预计首年销

售额2亿元。而位于嘉善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区的嘉兴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致力于“工业应用与教育服务双轮

驱动”，在生产智能装备的同时还提供智

能制造领域的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人才

输出全价值链服务。

云起日暮之际，摄影爱好者们来到了

罗星街道西南郊的鑫锋村。鑫锋村是浙

江省3A级景区村庄，2021年以来，通过

“乡村音乐文化+美丽生态文旅”等相结合

的方式，重点打造“音乐岛”“水岸风情街”

“畅享田园带”“律动长廊”等项目，构建起

音乐文化新业态。吉他工社、非遗学苑、

民乐茶馆……众多有趣有料的网红打卡

地，引得摄影爱好者们频频驻足流连，相

机里的画面角度各异，却都充溢着满满的

烟火气。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从1986年成功生产出中

国第一块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到2022年全市集成电路规上

产值突破2000亿元……无锡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走过了光辉

的历程。日前，2023集成电路

创新发展大会在无锡开幕，共

话科技前沿、产业动态、政策导

向、生态圈打造、资本对接等。

无锡是我国集成电路的

产业重镇。早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无锡就先后承担了国

家“六五”“七五”微电子工程

以及“908”工程建设，为产业

界输送了大量人才，被誉为微

电子产业的“黄埔军校”。经

过多年培育，目前无锡形成了

一条涵盖芯片设计、晶圆制

造、封装测试及装备、材料在

内的完整产业链，并孕育了一

批世界级集成电路领军企

业，其中包括华润微、卓盛

微、长电科技等14家上市企

业和3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据统计，2022

年全市集成电路规上产值突

破2000亿元，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

“核心三业”规模超1400亿元，位居全国第二。

“产业发展从来是‘越是困难越向前’的，

也是‘不务虚功硬碰硬’的，更是‘众人拾柴火

焰高’的。”无锡市市长、市集成电路产业链“链

长”赵建军表示，无锡将举全市之力把集成电路

作为最重要的产业来培育壮大，让充满“温情与

水”的无锡成就集成电路产业的“诗和远方”。

2023集成电路创新发展大会以“芯联世

界 锡创未来”为主题，围绕集成电路产业科技

前沿，举办1场主峰会、1场展览展示、10场系列

活动和15场生态圈活动，打造技术交流、经贸

合作、产业对接的平台。

开幕式现场，无锡国家“芯火”双创基地汽

车芯片可靠性检测平台、集成电路与微系统全

国重点实验室、江苏省（无锡）集成电路产业融

合集群等重大产业创新平台相继揭牌成立，总

规模50亿元的无锡市集成电路产业专项基金

发起设立，一批高水平、代表性项目集中签约，

为江苏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凝聚强大合力。

同期举办的第十一届半导体设备材料与

核心部件展示会，集聚国内外集成电路龙头企

业和高端资源，380多家参展商覆盖全产业链，

并同步举行多场峰会及专题论坛，为参展企业

提供对接、发布、洽谈等服务。

本报记者 黄于悦

连日来，位于江苏

海安市隆政村的百亩浅

水藕进入采收期，藕田

里一派忙碌的丰收景

象。近年来，海安市隆

政村依托生态水域环境

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浅

水藕产业，利用沼液等

有机肥料实行环保种

植，美化乡村环境的同

时，增加农民收入。

翟慧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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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之际，浙江省“深化

河湖长制 全域建设幸福河湖”推进会近日

在湖州长兴召开，《环太湖四城市河湖长制

协作机制》签约，推动太湖流域跨区域河湖

保护联防联控、共治共享，合力打造世界级

生态湖区。

清水入太湖，活水兴百业，秀水绕千

村，净水润万家，在河湖长制的发源地长

兴，幸福河湖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跨界联动 共治碧水长流
“我们这次是环太湖四城市，首次建立

地市级的河湖长制协作机制。”湖州市水利

局副局长陈旭华说。《协议》约定湖州、苏州、

无锡和常州四地联动治水、信息共享、轮值

机制等内容，重点就是跨界河湖的治理。

此前，长兴已与江苏宜兴、安徽广德开

展跨界河湖保护，三方签订《太湖流域跨区

域河湖保护协作备忘录》，共享水质监测数

据，互通跨界水污染事件、非法占用、非法

捕捞等信息，协同整改问题。

联合治水不仅跨区域，还有跨部门。

又到了长兴县检察院的检察官朱胜平水体

巡察的日子，他提着公益诉讼勘查箱，在河

港边取样、抽检，将相关巡察数据上传至

“河长制”App，以备后期“河湖长+检察长”

联席会议时分析使用。这已是他的第24次

水体巡查。

2020年长兴县创新“河湖长+检察长”

协作机制，建立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线索

互移工作机制，打通更多部门壁垒，联合多

部门开展饮用水源地专项巡查、太湖溇港

水系保护等专项行动，提高河湖巡查密度、

拓宽问题发现渠道，综合运用检察建议、公

益诉讼等手段，累计督办各类涉水问题200

余个，立案公益诉讼31件。

数字赋能 共享生态密码
宋金林是长兴县洪桥镇一名镇级河

长，他所负责的河道流经多个村庄，以往巡

河几乎需要半天的时间，耗时又费力。“和

原来相比，有了‘电子河长’之后，巡河效率

提高太多了。”

2022年，长兴县在洪桥镇上线首批“电

子河长”。18个“电子河长”依靠太阳能和

风能实现24小时运作，机身配备可360?旋

转的全天候高清摄像系统，可抓取水质变

化、水量水位、岸线稳定性等指标动态，并

将数据传输到河长终端，通过人工智能大

数据分析，对水质变化预演预判，为科学治

水提供重要参考。

“现在太湖水质、环境越来越好，客人

自然就络绎不绝。周末和旅游旺季，不提

前2天根本订不上位。”9年前，成敏来到太

湖图影小沉渎村开始经营农家乐，推开窗，

太湖近在咫尺。随着太湖治理的不断深

入，环境不断优化，这几年农家乐迎来送

往、顾客盈门。

因水而兴 共绘河湖画卷
浙江省推进会为什么在湖州长兴举办？

2003年长兴县借助“路长制”工作经验初探

“河长制”，2005年设立全县第一个镇级河长，

2013年在全国率先推行全域河长制……依托

全县逐渐完善的三级河湖长队伍和民间河

长、治水护水志愿团体，20年来长兴创建省级

以上美丽河湖13条、水美乡镇12个、城乡亲

水圈200余个及水文化载体13处。

湖州因湖得名，因水而兴。多年来，湖

州创新发展水系河长机制、联防联控机制、

监督考核机制和智慧巡河机制等一系列机

制，如今“清丽苕溪、魅力湖漾、古韵溇港、诗

画水乡”的美丽河湖画卷在湖州徐徐展开。

浙江省水利厅负责人介绍，未来五年，

落实《浙江省全域建设幸福河湖行动计划

（2023—2027年）》，将开展江河安澜达标提

质、河湖生态保护提升、亲水宜居设施提

升、滨水产业富民、河湖管理改革攻坚等五

大行动，构建以八大水系为轴的发展带，打

造近百条各具特色的县域幸福母亲河，建

设千余个高品质水美乡村，激发万余公里

滨水岸带活力，形成“八带百廊千明珠万里

道”全域幸福河湖基本格局。

本报记者 唐闻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