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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青游玩
乐享春光
初春时节，南京

市玄武湖公园内草木

复苏，春意渐浓，市民

游客在温暖和煦的春

风中踏青游玩，乐享

美好春日时光。

方东旭 摄影报道

途皆风景 堂在路上

江苏首单“贝类海洋蓝碳贷”落地盐城大丰

黄山研学游开启新模式

苏锡常城际铁路太仓先导段有了新进展

无缝换乘 缩短沪太两地通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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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碳汇“碳”路海洋新经济

在唐模感受古法造纸技艺，在宏村溯源

重构皖南古村落水系脉络，在徽州古城观

光研习徽派建筑的奥秘，在歙县老胡开文

墨厂体验徽墨制作，在古村街巷寻找关于

徽州农事、徽州楹联、非遗鱼灯的故事……

旅途正在变成“行走的课堂”，一批又一批学

生来到黄山，开启奇妙无穷的研学之旅。

研学转型升级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黄山市自

然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是研学旅游

的理想目的地。

近年来，黄山市把发展研学旅游、探

索深化全域旅游、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不断擦亮体现黄山特色的高质量研学旅

行品牌。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研学基地

4个、省级研学基地22个、市级研学基地

26个，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8个和市级

研学旅游示范点20个。

从“中国十大研学旅游目的地城市”，

到“研学旅行热门城市”，再到“中国研学

旅行目的地 ·标杆城市”，黄山市研学旅游

风生水起，2023年全市共接待研学学生

506万人次。

开启全域模式
3月15日，黄山市全域研学旅游启动，在

全国新华研学联盟合作下，将通过全国20多

个省市区书店集团的力量，打通黄山与全国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的沟通桥梁，把最直

观的黄山全域研学呈现在全国师生面前。

活动现场，以“写给黄山的研学诗”为

主题，黄山全域研学产品发布，整合黄山

全域旅游资源，将农业、工业、乡村建设有

机结合，推出了“传承文化之美 绽放徽州

风貌”“研皖风徽韵 学非遗文化”“阅徽州

青山黛瓦 探新安古韵今风”“行阅礼仪徽

州 研读世遗文化”等研学线路，将安徽的

黄山、中国的黄山推广到更远的地方，让

孩子们真正了解徽州、爱上徽州。

黄山市文旅局负责人与23家全国新

华研学联盟单位代表签订了合作意向

书。未来，将会有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

少年走进黄山、拥抱徽州。

擦亮研学品牌
研学旅游是文旅教育跨界融合的新业

态，黄山市如何把握发展机遇，抢占新赛道？

“我们积极深化文旅融合，培育了100

余家研学市场主体，成立了研学协会，结合

市场需求策划开发了十条集知识性、教育

性、娱乐性、参与性、体验性于一体的研学线

路，吸引了东北‘小老虎’、敦煌‘小萌驼’、上

海‘大白兔’、北京‘小糖葫芦’等团队来黄，

‘儿童友好’成为黄山文旅又一张亮丽的名

片。”黄山市文旅局负责人吴小胜表示。

世界是孩子的书本，研学是行走的课

堂。当书本知识与现实体验相结合，就会

变得鲜活而有温度；当青山绿水、自然生

命与心之向往相碰撞，定能激发一往直前

的热情。真正的“诗与远方”，是在旅行的

路上求知、思考、成长。研学旅游的吸引

力或许就在于此。

黄山市将进一步推动研学旅游科学

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全力打造高质量

研学旅游的黄山品牌，从供给侧、需求侧

出发，推进产品升级、业态提升、功能拓

展，吸引更多青少年来黄山品味田园徽州

的意境之美，领略古圣先贤的传世智慧，

感受晴耕雨读的书香氛围，践行红色徽州

的爱国精神，探寻徽州文化的发展传承。

本报记者 吕倩雯 通讯员 舒俊

近日，位于南浔

千金镇商墓村共富农

场的湖羊养殖区内，

今年新入驻的养殖户

李水忠正在数字化管

控平台前远程管控智

能机器人移动巡检，

通过控制光照温度的

变化，来对刚出生不

久的小湖羊进行实时

健康监测。据了解，

该共富农场于去年年

底正式建成投产，总

占地面积约176亩，包

含一个年出栏可达万

头的双层湖羊养殖场

和一个年出栏约480

万羽的优质商品鸡畜

牧养殖场，目前正陆

续有养殖户入驻。

与以往不同的

是，农场内全新引入

了智慧养殖数字化管

控系统，系统由“机械

设备传感器+智能巡

检机器人+数字化管

控平台”实现对养殖

区的一体化智能管理。养殖户通过管

控平台远程操控，由传感器控制养殖

舍内除湿机、加热器、开窗机、风机等相

关设备，实现养殖舍内环境（包括温度、

湿度、光照、CO2等）集中远程联动控制，

并通过搭载传感设备的机器人移动巡

检，使这些传感器感应更加智能化，达

到360度无死角监控巡检监测。

伴随着羊舍里小羊“咩咩”的叫

声，养殖户只需打开自动喂养系统，

TMR搅拌机里的饲草就能随着无人

撒料车送到了湖羊喂养区。“有这套先

进的管控系统，养羊可比之前轻松多

了。”养殖户李水忠告诉记者，现在一

个人简简单单管控2000头湖羊。

“待养殖户全面入驻后将有效带

动周边农户200余人，户均增收1.5万

元，村集体增收约20万元。”千金镇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共富农场以强村富

民为目标，通过“三股+三金”融合经

营模式，全方位覆盖养殖大户、村集

体、低收入群众，生产依托农业龙头

企业带动，实施订单生产经营，提升

农户抗风险能力，把联农、带农、富农

作为本项目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努力成为南浔区“共同富裕”的

示范样本。

本报记者 唐闻宜

“文蛤贷”来了！近日，江苏省金融机

构首笔“贝类海洋蓝色碳汇贷——文蛤贷”

在盐城市大丰区成功落地。邮政储蓄银行

盐城大丰支行向江苏海阅实业有限公司发

放贷款1000万元，贷款期限1年，专项用于

该公司购买文蛤苗。

该笔文蛤贷，以海洋碳汇为切入点，将

贝类海水养殖每年产生的减碳量、固碳量

远期收益权作为增信手段，有效解决了海

上养殖贷款抵押物不足的难题，成功打通

了金融支持海洋贝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绿色通道。据了解，该笔贷款也是邮储银

行系统全国首单“贝类海洋蓝碳贷”。

据工作人员介绍，贝类通过呼吸作用

吸收大量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

为生物质，同时将蓝藻和悬浮物质等有机

物沉淀于海底，进一步固碳。贝类的残骸

和粪便也会堆积在海底，形成碳酸钙沉积

物，长期大量沉淀不仅可以稳定固定二氧

化碳，也具有其他生态和环境效益，可改善

水质、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在调节生态平

衡、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江苏海阅实业有限公司实施的文蛤养殖

项目，养殖面积约6091亩，黄海湿地研究院测

算该项目实施后产生的碳汇量显示，该项目

每年“贝类沉积物碳储量”“贝类贝壳碳储

量”“贝类软体组织碳储量”等共计减碳、固碳

2680吨。在属地人民银行的指导下，邮政储

蓄银行盐城大丰支行积极充当金融“碳”路先

锋，先行先试，充分挖掘滩涂碳汇“宝藏”，在海

洋贝类养殖领域，突破性地将“金融”主体与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题、“碳汇”要素

融合，以文蛤养殖每年产生的减碳量、固碳

量远期收益权作为补充质押物。借助人民

银行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进行质押登

记，成功地将碳汇价值转化为抵押品，解决了

项目实施急需的资金困难。这是该行继2023

年推出江苏省首笔“林果树碳汇贷——梨园

贷”后推出的又一款绿色金融创新产品。

盐城拥有广袤的滩涂，其中沿海滩涂

长达444公里，滩涂面积683万亩，为国内

之最，蕴含丰富的碳汇资源。开采曾经“冷

落”的碳汇“宝藏”，将金融活水引入海洋经济

实体。邮储银行盐城大丰支行此次创新推

出的“贝类海洋蓝碳贷——文蛤贷”，开辟了

金融助力海洋贝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

路径。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祁佳

随着一体化发展进程加速，跨省上下

班成为越来越多长三角人的通勤方式。作

为串起江苏多地和上海的重要城际铁路，

苏锡常城际铁路的建设备受瞩目。

近日，苏锡常城际铁路太仓先导段工

程可行性研究预审会在太仓召开。会议期

间，专家领导实地踏勘了苏锡常城际铁路

太仓先导段规划站点、车辆段等重要位置，

为顺利推进后续工程打下良好基础。

苏锡常城际铁路，西起常州，贯穿无

锡、苏州，东连上海，是一条服务于苏锡常

都市圈的城际铁路。未来，这条串联苏锡

常的城际铁路，将在太仓实现与上海嘉闵

线（含北延伸）的衔接，并与上海轨交2号

线、9号线、12号线及上海市域线机场联络

线等实现无缝换乘。也就是说，往返于上

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旅客，不用再跑

火车站，踏上一班地铁就能轻松实现无缝

换乘。

据介绍，苏锡常城际铁路太仓先导段

全长10.295千米，设太仓站、白云渡路站、

十八港路站3座车站。与上海市域铁路嘉

闵线北延伸衔接，并采用与嘉闵线一致的

技术标准，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是普通

地铁运行时速的2倍，建成后可实现贯通

运营。在进一步缩短苏锡常与上海市区通

勤时间的同时，也将促进沿线城市资源互

补、产业互动、生活互融。

作为苏锡常城际铁路太仓先导段的一

个重要站点，太仓站项目于2021年开始建

设，2024年1月底全面完工。

开新线、建新站，“轨道上的长三角”

建设飞驰。愈加织密的铁路轨道网络正

成为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最强“黏合剂”，

串起了这块创造了全国近1/4经济总量的

最“富”区域，也为融合发展提供了强大

支撑。

本报记者 黄于悦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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