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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绸都盛泽赴一场“丝滑之旅”

浙江德清探索数字地名赋能县域社会治理

“数字门牌”将政务服务延伸到“家门口”

沪苏湖高铁通车进入倒计时，上海至

苏州盛泽出行将更加便捷。盛泽自古人

文荟萃，孕育出了程开甲、唐仲英等杰出

人物，传承着宋锦、庄面、先蚕祠等一批宝

贵遗产。近年来，盛泽又以丝绸文化为主

线，以运河历史文化遗存为抓手，以特色

精品乡村建设为依托，打造最美丝绸文旅

标杆。

先蚕遗泽 小满戏响
今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乡村四

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其中，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江苏 ·蚕花里 太湖

东”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入选。包含蚕花里历

史风貌街区、先蚕祠、济东会馆等景点。在

原生空间导入“故事+活动”，蚕花里历史风

貌街区还推出烧卖博物馆、文创展厅、小满

剧场等，串联门、祠、巷、市、味、坊蚕花6景，

带游客穿越盛泽古今、找寻先蚕乡情、研习

百工所长、耳闻流芳古韵、细品蚕花百味。

位于五龙路口的先蚕祠，是江南硕果

仅存的行业祖师祠庙。古代小满节为蚕

神诞辰，在祠内戏台演出小满戏，名闻遐

迩。2024年，这里被评为苏州市唯一的全

国“夏季村晚”示范展示点。

沿先蚕祠片区行至斜桥街，映入眼帘

的便是盛泽又一重要历史文化遗存——

济东会馆。百年前，济东会馆是山东丝绸

商人叙乡谊、通商情的活动中心；百年后，

经过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这里被打造成一

处集图书馆、阅览室、居民活动中心于一

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非遗传承 时尚新生
在去年江苏省首批省级非遗工坊名

单公布中，苏州市吴江区鼎盛宋锦非遗工

坊榜上有名。

宋锦非遗工坊围绕宋锦织造技艺项

目开展保护传承工作。它依托鼎盛丝绸

内的宋锦文化园、古木织机馆、手工定制

坊、上久楷艺术沙龙、江苏省宋锦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平台，集生产加工、技艺展

演、手工体验、教学培训于一体。

江苏华佳集团成立于1969年，是盛泽

一家本土企业。2023年，华佳集团在盛泽

打造了一个集蚕桑科普展示、缫丝技艺再

现、文化休闲娱乐、旅游购物为一体的特

色产业园——华佳丝绸创意文化产业

园。该园区以传承丝绸文化和再现缫丝

非遗技艺为宗旨，游客可以了解到从蚕茧

到丝绸服装的全过程，以及传统的产业

链、现代化的生产过程，并通过身临其境

的互动方式感受丝绸文化。同时，华佳集

团还与设计师和供应商合作，共同推动丝

绸产业的创新发展。在盛泽，每年都会推

出上万款新品面料，也因此吸引了众多企

业设计团队的青睐。

步入中国盛泽丝绸纺织陈列馆，珍贵

图片、文献资料、纺车织机等展品，为人们

打开一扇了解丝绸纺织历史的窗口。

蚕桑体验 文旅融合
地处盛泽高铁片区的龙泉嘴村，更是

将时尚元素和美学艺术融入到村庄建设

中，让“田园乡村”与“繁华绸都”交相辉

映。沪苏湖高铁通车后，从上海到龙泉嘴

村仅需30分钟。作为盛泽本土年轻一代

的丝绸人，黄秋停更是在村里创办了苏州

龙泉禧里丝绸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将丝

绸文化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让古老的蚕

桑技艺在乡村得到更丰富的表达。

“龙泉嘴村，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的村落，自古便是桑苗与丝绸交易的聚集

地。”黄秋停表示，希望借助丝绸这一传统产

业的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同样位于盛泽的黄家溪村，近年来，

围绕水、田、人、村的四重概念，打造了以

生态农业为基底，罗绮霓裳为纽带、历史

文化为品牌，一二三产融合并进的体验式

园林乡村。再结合农场、马术俱乐部、果

园等丰富的业态，为游客提供集人文娱乐

于一体的乡村出游体验。

听蚕语、品丝韵。在盛泽，游客可以

走一走历史文化遗存之路，一览古代绸都

的繁荣景象；也可以探一探工业研学之

路，体验现代丝绸产业的发展；又或者，品

一品乡村田园之路，感受原汁原味的江南

水乡美景。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黄山风景区近

日迎来了绝美的雾

凇景观。雾凇如同

冬日里的梦幻画

家，在山间缓缓展

开一幅幅晶莹剔透

的画卷，将漫山遍

野装点成银装素裹

的琉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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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考古新发现！日前，石角山古城

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在浙江衢州举行，一座

先秦时期的古城遗址——石角山古城遗址

揭开神秘面纱，填补了金衢盆地自新石器时

代晚期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

2020年至2021年，考古工作人员在

金（华）衢（州）地区开展先秦遗存考古调

查勘探，于衢江区云溪乡车塘村石角山自

然村发现一处遗址。经过考古调查和勘

探，该遗址被命名为“石角山古城遗址”。

2022年至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角山古城遗址

进行了连续3年的主动性发掘工作，总发

掘面积1500平方米。3年间，已发现包括

城址、壕沟、河道等遗迹现象57处，出土

了上千件陶器、石器等标本。综合田野考

古和碳14测年的结果，这处遗址始建于

良渚时代晚期，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距

今约有4800年至2800年的历史。

石角山古城遗址核心位置是一处面积2

万平方米的“核心小城”，南边还有另一座“小

城”。它们都是堆土而成的台地。而两座“小

城”的外围平台也有部分为人工堆筑的，平

台总面积约为40万平方米。遗址外围的古

河道所围合面积约为120万平方米。在遗

址周边，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多处商周

时期的遗址以及一处疑似水坝的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

认为，从今年9月“考古中国”发布的浙江

衢州皇朝墩遗址考古最新进展，到石角山

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情况，联系衢江区西周

土墩墓群，实证衢州地区从万年开始就有

连续不断的文化发展与传承。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

高表示，石角山古城遗址是浙西地区发现

的第一座先秦时期的古城遗址，为厘清百

越地区的早期历史和发展过程提供了重

要资料。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开发“15分钟商圈”模块、一键救助功

能、一键预警报警……走进浙江德清县钟

管镇蠡山村，家家户户大门前都挂着一块

数字门牌，集成了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便民

服务与办事事项85个，多种场景推动实

现便民服务“一码办”、社会治理“一码

知”、创业共富“一码通”。

数字门牌是在传统门牌上嵌入二维

码，二维码由地名信息管理系统统一生成，

是每个门牌的电子“身份证”，具有地址编

码唯一性，一址一码。除了具备精准定位

等作用外，数字门牌还整合民政、不动产登

记等部门信息库，方便居民足不出户就可

一键享受多种政务服务。

这一做法得到民政部的肯定。在日

前民政部办公厅公布的“乡村著名行动”

第一批典型经验做法名单上，德清《数字

地名服务助力县域数字化转型发展》榜上

有名。全国共有24个县（市、区）典型经

验做法入选。

近年来，德清依托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优势，把数字地名建设纳入县域数字治理

试验区建设的总体布局，建成标准地名数

据库及协同应用平台，设置数字标牌31

万余块，使便民服务、社会治理、创业共富

等数字地名场景赋能乡村振兴。目前，共

设置数字村牌1259块，数字乡村道路

1034块，数字门牌310143块，实现全域覆

盖。重名更名2条，不规范地名清理8条。

“发挥地理测绘专业人才优势，分组进

行地名地址信息采集、录入、标点和空间化

处理，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标准地名地址库。

整合相关部门地名地址信息库，实现标准地

名地址库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通过微电影

等‘互联网+’方式，提升群众对数字地名的

知晓率和使用率。”德清县民政局局长沈王

英说。截至目前，已提供服务近2.6万次，反

映情况400余起，解决民生问题400多个。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王力中

院士专家作主旨演

讲、现场发放领军人才

项目资助、组织开展“风

光氢储碳海农”专项对

接会、启动实施青年友

好城市建设三年行动、

发布海洋经济人才高质

量发展蓝皮书……近

日，盐城召开沿海人才

发展大会，重点围绕绿

色低碳产业和海洋产业

发展，开展风电产业、氢

能产业、光伏产业、海洋

经济产业等7场人才专

场对接会，广邀天下人

才与盐城结成“发展合

伙人”。

近年来，盐城倾力

打造良好留才生态，积极

提供全方位、高标准服务

保障，设立人才发展基

金，建成4.2万套高品质

公寓的人才社区，着力解

决人才住房安居、子女教

育、家属随迁等问题。截

至目前，当地已累计引进

“两院”院士87名、国家

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233名，名校优生

5800多名。

瞄准“需求侧”、优化“供给侧”，盐城

市委、市政府支持各类高层次人才创新

创业，实施顶尖人才攀峰、领军人才集

聚、卓越工程师支撑“三大计划”，对引领

盐城产业发展的顶尖人才（团队）给予有

力资助；对围绕“5+2”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23条重点产业链，引进的突破核心技

术的领军人才（团队）给予重奖。会上，

由第三方机构研究推出的盐城海洋经济

人才高质量发展蓝皮书，为推动盐城未来

海洋经济发展找准人才路径。大会还举

行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盐城分中心、西

伏河概念验证中心揭牌仪式，启动“以智

促新 赋能发展”院士专家盐城行，为中

国·盐城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选手颁奖。

“盐城不会辜负每一份信任，这里定

会成为各路人才奋斗拼搏的‘起锚地’、

长居久安的‘目的地’。”盐城市委书记周

斌说，盐城牢固树立人才引领发展战略

定位，坚持“投资人才就是投资未来”理

念，让更多“千里马”在盐城竞相奔腾。

本报记者 唐闻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