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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一体化制度创新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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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农水上冬收忙

一体化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发布

树立“五千年中国看良渚”新标识
从一粒稻米到一条文化大走廊

中国（黄山）第三届徽派古建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传承徽派古建 创新融合发展

6月，杭州亚运会火种在良渚古城遗

址公园大莫角山采集，五千年文明之光惊

艳世界；前不久，首届“良渚论坛”举办，为

世界读懂中国打开了全新维度……

如何更好保护良渚遗址，盘活以良渚

文化为核心的文旅资源，打造城市新IP？

近日，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推进大会在杭

州召开，经过一年多的擘画布局，良渚文

化大走廊的建设蓝图，愈加清晰。

讲好新时代良渚故事
国际学术界曾长期认为中华文明只

始于距今35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4年

前，随着一声木槌落下，良渚古城正式被

列入世界遗产，这意味着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史得到了国际承认。良渚文化的发源

地，正是位于杭嘉湖平原和京杭大运河南

端的浙江杭州余杭。

如今在这里，以被誉为“中华第一城”

的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心，一条东西走向的

文化“玉带”，正串联起流淌两千余年的径

山文化、传承一千多年的大运河文化，以

及良渚博物院、国家版本馆、瓶窑古镇、安

溪老街等一颗颗“明珠”。

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张“金名片”，保护

并推动良渚文化的发展，事关整个中华民

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文化自信的构建。

建设良渚文化大走廊，正是要讲好新时代

的良渚故事、杭州故事、中国故事，以“良

渚之窗”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

和现代中国。

据悉，良渚文化大走廊规划划定核心

区、重点区、关联区，核心区面积约162平

方公里，重点区涉及当地7个镇街、范围

约634平方公里，关联区则联动其他良渚

文化遗址点富集片区，强化良渚文化的辐

射带动影响。本次大会上，良渚文化大走

廊首期十大工程正式发布，该走廊的建设

正式从“1.0”走向“2.0”版本。

首期十大工程涵盖了文化传承保护、文

旅融合发展、产业迭代升级和城乡“公服”补

强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良渚文化国际交

流中心建设工程，依托“良渚遗址是中华五

千年文明史的实证，是世界闻名的瑰宝”，建

设国际交流中心，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良渚博物院二期工程，以文

明源流为主线，丰富展陈内容，进一步彰显

良渚“文明圣地”独特地位，展示良渚文化

发展脉络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意

义；径山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以千年径山

茶文化为本底，立足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统筹发展，建设径山茶文旅综合园区等。

政策支持擦亮“文化明珠”
为加快推进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一

系列支持政策已在路上。

同日发布的《良渚文化大走廊“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按照打造“文化人才集聚地、文化产业兴

盛地、文化旅游目的地、文化传播传承地”

4大板块，推出了为大走廊“量身定制”的

20条“文化+”产业政策。

例如，良渚文化大走廊将萃聚文化大

家，对于文化大家给予“一人一策”最高

800万元奖励。在壮大文化领军企业方

面，对获得“全国文化企业30强”等荣誉

的，按照企业荣誉等级最高给予200万元

奖励。围绕创作精品文艺作品，当地对于

创作反映良渚文化大走廊元素的文艺作

品，鼓励申报余杭文化艺术发展基金支

持，给予最高1000万元扶持资金。将人

才、文化、生态、产业有机串联，为余杭区

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全要素供给保障、全生

命周期服务、全方位排忧解难。

此外，余杭官方当天提出，将加快树

立“五千年中国看良渚”新标识。接下来，

当地将努力把良渚文化大走廊打造成为

高标准文化之廊、高颜值生态之廊、高质

量发展之廊、高品质共富之廊、高水平合

作之廊。 本报记者 黄佳琪

正是鲜藕应市之时，连日来，

宿迁市泗洪县界集镇迎来新一轮

冬藕采收季，藕农们正忙着采挖、

清洗和分拣莲藕。泗洪县界集镇

地处成子湖畔，近年当地镇村引导

农民因地制宜种植莲藕并实施藕

虾套养，构建新型乡村经济业态，

既提高了低产田经济效益，又增加

了农民收入。

许昌亮 王华江 摄影报道

一蓑烟雨梦徽州，青砖黛瓦马头

墙。12月18日，中国（黄山）第三届徽派

古建产业发展大会在黄山市举行，共话

“传承徽派古建，创新融合发展”。

黄山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徽文化

等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目前已形成以2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4个历史文化名

镇、20个历史文化名村、12片历史文化街

区、310个中国传统古村落为核心，4072

处历史建筑和8032处不可移动文物为补

充的历史文化资源名录体系。

“黄山是一座山，更是一座城。这座

城市最鲜明的标识，就是徽派建筑，它是

承载文明传承的立体记忆，跨越地域时空

的世界语言，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最美

窗口。”黄山市委书记凌云在致辞时表示，

徽派建筑是南北建筑交融的佳作，在开放

中走向世界，大量徽派古建被列为文保单

位，西递、宏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徽州传

统建筑营造技艺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

录。德国法兰克福“春华园”成为中德友

好见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以徽派技艺

建造的“北京饭店”成为地标，“荫余堂”漂

洋过海架起中美友好交流的桥梁。黄山

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深化“创意黄山 美

在徽州”城市品牌全球推广，打造“国际会

客厅”，推进古建与民宿、研学、文旅、影视

等跨界融合，推动徽派古建元素在百余场

国际高端展会亮相，以匠心致初心，成为

黄山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向世界彰显

中国风范、安徽风采、黄山风韵。

现场签约项目16个，协议投资额

28.4亿元。其中，徽派古建合作类项目

4个，实体类项目12个；协议投资额亿

元以上项目11个，来自长三角区域投

资的项目10个。较首届增长48.7%。

大会首次发布了《徽派建筑木结构防火

技术规范》、皖南古村落“满天星”图

册、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黄山倡议”，

徽派古建产业大脑平台上线运营。中国

徽派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即将于2024年

上线运营。 本报记者 吕倩雯

近日，长三角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南通分中心签约暨

长江口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启

动仪式举行。活动中，南通

市政府与长三角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签订《共建长三角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南通分中

心》协议并揭牌，由长三角国

创中心南通分中心引进的6

个项目进行集中签约。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是南通创新发展的重要

合作伙伴。”南通市委书记吴

新明致辞，南通将推动长三

角国创中心南通分中心早日

从“纸上”落到“地上”，从“幼

苗”长成“大树”。期盼长江

口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各成员

单位积极参与共建长江口产

业创新协同区，协同开展跨

区域深度合作，共享一体化

发展机遇。

“长江口处于长三角区

域的核心位置，也是长江经

济带的龙头，产业基础扎实、

创新资源集聚、跨江交通也越

来越便利，完全有条件成为沪

苏深度合作的‘桥头堡’和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的新标杆。”长三

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江

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表示，下一步

希望与包括南通市在内的长江口各地方和

园区一起携手，围绕地方产业创新发展，进

一步汇聚科创资源，推动科创与产业深度

融合，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活动现场，由长三角国创中心发起成

立了长江口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启动，该联

盟将聚焦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加快推进

长江口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南通是共建长江口产业创新协同区的

重要承载地之一。近年来，长三角国创中

心与南通携手共建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技术创新中心、省光电技术创新中心2家

省级平台，落户集萃先进纤维材料等2家

专业研究所，实施4个“拨投结合”项目，建

成9家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据了解，长三

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由科技部批准建设

的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南通分中心

是其对外布局的第一家分中心，将在“一体

化推进长江口产业创新协同区建设”“一体

化实施重大科创项目”等方面全面发力，为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

手棋和突破口，承担着率先探索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从项目协同

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的重要使命。

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为示范区后续建设和探索指明方向，也提

供了更为详尽、可操作的行动指南。

三年行动计划指出，示范区发展要紧

扣一体化制度创新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两个关键，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发挥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相结合，进一步深化前期制度创

新成果，推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

平的改革创新，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数

字化智能化等方面率先探索，加强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加快从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

跃升，加快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

展优势，将制度创新效能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动能，打造生态创新人文相融合、富有

江南特色的标志性区域，为长三角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蹚出新路、形成示范。

记者注意到，三年行动计划明确，示

范区要持续深化包括跨区域一体化的规

划和土地管理机制、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等在内的一体化制度创新，建立更加

高效顺畅的要素流动机制，完善公共服务

共建共享机制，优化跨区域治理模式；要

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行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全面推进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打造江南水乡文化高

地，大力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政策支持

和组织保障，不断激发示范区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