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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山

粉墙黛瓦，“宿”说徽州。近日，

2023安徽民宿大会在黄山市黟县举

行，以“吾心安处 宿在安徽”为主

题，推进培育“徽字号”民宿品牌。

近年，黟县立足徽文化资源优势，以

古建筑古民居为载体，以田园风光

为本底，以自然山水为映衬，打造了

宏村、西递、塔川、碧山、南屏、龙江、

美溪、柯村等8大民宿集群。

黟县以“民宿+”为路径，融合

生态农业、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电

子竞技、摄影写生、户外运动、研学

康养等业态，扩大“徽州美宿”“黟

宿美居”品牌影响力。

图为秋色中的塔川书院

本报记者 吕倩雯

“黟”间民宿徽州梦 视频客服在线指导，“面

对面”提供企业开立业务咨

询；政务地图功能发布，“点

对点”查询距离最近的服务

地点……近日，连云港海州

区政务服务综合导办平台上

线，为企业提供在线智能化

引导和咨询服务。

近年来，海州区为优化营

商环境，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

向，完善并联审批机制，逐步

打通信息数据壁垒，让企业

“烦心事”转变成“省心事”。

“没想到营业执照这么快

就办下来了！多亏了‘企业开

办服务’。”这几天，连云港腾

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胡先生收到了崭新的营

业执照。他提到的“企业开办

服务”，是由工作人员收取上

传所需材料、跟踪推进业务办

理，经企业法人互联网线上确

认全部信息后生成营业执照，

实现线上全程电子化登记“秒

批”，最后通过邮寄或上门服

务的方式将营业执照、印章

等送至企业，让办理人少跑

腿、零跑腿完成企业开办。

“我们按照‘易办好办’原

则，确定首批涉及企业登记10项政务服务事

项进驻政银合作服务网点，为市民提供更加便

捷的政务服务。”海州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介

绍，聚焦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加快推进“苏服

办”四端融合，拓宽并联审批、承诺审批、模拟审

批等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由网上

可办向全程网办转变。同时，连云港海州区与

郑州市中原区、宿州市萧县等地政务服务管理

部门签订“跨省通办”框架协议，与江苏徐州、邳

州等地签订“省内通办”框架协议，为两地市民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一照多址、一

窗受理等多项便民利企改革服务新举措，为

企业减少办事环节。”海州区行政审批局党委

书记、局长许建表示，将进一步扩充政务服务

综合导办平台的应用场景，集成更多智能版

块，做好服务跟踪，助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朱萍 王贵珍

“年年都来，立冬一过，就是湖羊味

道最好的时候。”灶膛里的柴火熊熊燃

烧、火星溅射，十余支名厨团队进行厨

艺比拼，各显神通，既有当地特色菜红

烧羊肉，还有其他自由发挥的湖羊创意

菜，现场弥漫着烟火气和羊肉的芳香。

浙江省第九届湖羊文化节暨湖羊产业

高质量发展大会日前在湖州市南浔区

练市镇举行，邀请八方来客因“羊”相

会，共享舌尖之旅、共商发展之路。

在太湖南岸的南浔练市镇，家家户

户历来以养羊为业，养殖历史可追溯至

一千多年前。如今深耕湖羊产业，练市

镇建立起涵盖湖羊养殖、销售、美食、文

旅等全产业链体系，全镇湖羊年存栏数

超过6万头，拥有湖羊规模养殖基地15

家，上下游产值基本上达到2亿元，约占

全镇农业总产值40%以上。小小一只湖

羊，不仅传承饮食文化，而且输出致富

密码，联结起助农增收、共建共享的共

富机制。

今年5月，练市镇创新湖羊养殖参

与机制，建设首个“强村公司统建羊舍、

低收入农户租赁共享、龙头企业包销”

的共享羊场。不同于传统的人工圈

养，在西堡村练美强村公司万头湖羊

基地，通过“数字养羊”，湖羊存出栏

量、温湿度、通风情况等均实现了数字

化管控，平均一个人就能管好2000头

湖羊。“羊场干活有工资，把羊养大了还

帮我们卖，家里收入更多，日子也一天

天好起来！”

“湖羊文化名镇”品牌价值不断提

升，2022年，南浔湖羊养殖系统成功入

选浙江省第一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资源名单，在自动化精准饲喂、环境

控制、多层养殖等方面开展试点并取

得成效。通过“湖羊援疆”“湖羊入

川”工程，练市镇每年向新疆、四川等

中西部地区输送优质种羊超6000余

头，实现“一头湖羊富一方百姓”，在

当地和中西部地区打造增收致富的

“领头羊”。

本届湖羊文化节以“兴湖羊、奔共

富、向未来”为主题，开展湖羊赛羊会、

舍饲羊机械化养殖现场观摩会、湖羊产

业展示展销、湖羊美食烹饪赛、湖小羊

乐园等系列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家学者针对湖羊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经

验交流，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畜牧技术推

广机构签订长三角湖羊产业联盟。西

藏那曲与杭州，新疆柯坪、四川广安与

南浔签约东西部协作促共富。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沈勇强

湖羊飘香引八方来客 产业助农促东西协作

乡村共富“羊”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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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渡难关
“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曾经挖

过两次河，但由于人力、设备等因素的影响，

没有挖通。”太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欢峰说，1991年夏天，太湖流域暴发特大洪

水，给沿线居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直

接经济损失高达100多亿元，“痛定思痛，作

为太湖流域最主要的泄洪通道，太浦河工

程全力推进，这也是沪苏浙通力合作的”。

当年的场景，张欢峰记忆犹新：上海

全市各区县都在练塘设立了指挥部，“头

顶星星脚踏冰，不完成任务不收兵”的口

号在三地广为流传，夏去冬来，太浦河上

海段赶在1992年汛期来之前贯通，当年的

汛期平稳度过。

太浦河奋力开挖的故事广为人知，而

太北村的故事，却鲜少被说起。“当年炸坝

泄洪的第一站就是北王浜，炸坝声响，太

湖水倾泻而下，整个村子几乎都被淹到，

水漫过烧饭的灶台，放柴的地方可以抓了

鱼直接烧。”张欢峰笑着说的过往，是太

北村最艰难的日子。对于靠地生存的农

民来说，“水来一片白茫茫，水去一片烂泥

塘”是怎样的无助。

练塘有着70多年的茭白种植历史，太

北更是华东茭白第一村。为了在水淹过的

烂泥地里种出好茭白，太北村民们想方设法

因地制宜，培育新的茭白品种。如今，太北

村的茭白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次，年产优

质茭白2500万斤，成为太北村的支柱产业。

如果要问开挖太浦河给太北村留下

了什么，张欢峰说，上一辈人甘于奉献、艰

苦奋斗、奋发进取的“太浦精神”是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

生态涵养新机遇
太浦河贯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太北

村就如普通的江南村落般，在河水的潺潺

声中度过了似水流年，发展的脚步一直向

前，却没有过多改变村里人的生活方式。张

欢峰说，近年来的太浦河环境一直在变好，

水也清了，岸边的树也丰茂了，但他们真正

意识到变化的发生，是在这两年。

“太浦河在太北村有4公里，尤其是

500米涵养林，到了周末，人气很足，都是

来露营的人。”张欢峰说，他从来没见过村

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去年端午节，4公

里的太浦岸线边几乎停满了车，“大概有

1000多辆轿车，场面非常壮观，村里一下

子就热闹了。”

人气就是发展新机遇。瞄准露营经

济，太北村有了新的发展方向。“目前，我们

主要是做好服务保障和规范引导工作，后

续我们要发展‘汽车后备箱’经济，太北村除

了茭白，还有很多优质的农产品，要让来的游

客把好东西带回去，农旅联动发展，开展

挖莲藕、采茭白、挖红薯、采红菱等亲子研学

活动，留住人气，让更多的村民从中受益。”

对于未来的发展，张欢峰说“信心很

足”，信心不只源于村里日益高涨的人气，

还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风。作为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最受关

注的项目，华为青浦研发中心落地金泽，

为金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

化，作为青西三镇之一的练塘都看到也感

受到了。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太北村人用

当年奋发进取的“太浦精神”，做好了承接

华为溢出效应的准备，事实上，机会确实

来敲门了。“‘金秋年华’选择在太北村落

地，公司做了长期的发展规划，目前为村

里的老年人提供免费午餐，后续他们还会

有50多个包括乡宿、咖吧、茶吧等在内的

点位规划，丰富村里的业态，为后续的发

展作准备。”

未来太北村的发展在张欢峰的脑海

里已经有了清晰的画面。“太浦河岸线变

美变绿，是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栽下的

‘梧桐树’，太北村的岸线还是示范区环

意自行车赛的赛道，而示范区发展集聚

的产业正在向周边溢出，太北村就是最接

近‘幸福’的地方。”张欢峰说。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太浦以北 梧桐成荫凤来栖
太浦河在青浦练塘太北村开挖、炸水坝巨响传来的时候，

张欢峰刚上初二，那是1991年，当时的太北村还不叫这个名
字。2002年，北王浜、林家草、顾巷三个自然村合并，命名时取
了“太浦河北岸”之义，所以，太北村生来就和太浦河息息相关。青浦太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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