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黄雨欣
通讯员 郑凯欣 李凤超

平湖市与上海金山区有着 58公
里的陆地交界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两地以党建为
引领，2019年3月25日，全面启动长三
角“田园五镇”乡村振兴先行区建设，
金山区廊下镇、吕巷镇、张堰镇和我市
广陈镇、新仓镇共同签署了《长三角

“田园五镇”乡村振兴先行区五镇联盟
共建协议》，开始共同探索一条打破行
政壁垒、协同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路
径，携手打造长三角“田园五镇”乡村
振兴先行区。在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的共同底色之上，“田园五镇”描绘出
了协作发展的“斑斓画卷”。
产业协同，“着力点”持续发力

近日，走进平湖广陈镇龙萌村，一
片工地上架起钢架结构，施工机械来
回忙碌，一座农业产业园区正拔地而

起。这是一座投资 2亿元的平湖AIoT
智慧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未来，这里
将研制农业智慧种植系统，将打造成
为先进的AI+智联植物工厂。而在距
项目 3分钟车程外的金山区廊下镇，
已有一座植物工厂先行投产。“项目建
成之后，两个基地将形成合力，带动平
湖金山两地农业新发展。”广陈镇农业
经济发展办副主任陆益军说。

该项目也是田园五镇共建合作项
目库中的一大重点项目。项目联动是

“田园五镇”协同发展的纽带，也是五
镇协作的“着力点”。多年来，这个共
同建立起来的合作项目库不断扩展，
截至目前，已有合作项目 260个，总投
资200亿元。

在产业协同发展上，平湖与金山
合力打造出了一系列高质量发展平
台：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广陈镇）与
金山现代农业园区（廊下镇）建立新型
农业项目共招共享信息库，着力打造

“农业硅谷、农创高地”；吕巷镇和新仓
镇建立了葡萄、芦笋等产业链党建联
盟，促进了五镇农业产业链的融合延
伸；五镇联手打造长三角科技农业示
范园区，已集聚科技型、总部型、创新
型农业项目 23个，长三角区域内的龙
头带动企业正逐渐集聚；南北山塘携
手打造“明月山塘”项目，将浙沪两个
山塘村连成一体，携手创建一个跨省
4A级景区……产业优势不断凝聚，协
同发展不断深化。

人才作为区域一体化宝贵的资
源，需要共育共享，实现同频共振、同
向聚力、合作共赢。五镇联合成立了
长三角乡村振兴学院、“三个百里”乡
村振兴学院、新仓 1955创新学院等农
业农创培育平台，探索为全国各地的
农业条线干部和农业“创客”提供一站
式培训服务。
幸福民生，“常态化”为民便民

“临时身份证可以跨省通办了，以

后万一出门旅游，在异地丢失证件的，
补办临时身份证，不用再来回奔波
了。”这两天，在浙沪交界地带的山塘
老街，广陈派出所的民警们正为浙沪
两地的百姓做户籍业务跨省通办的面
对面宣传。在广陈镇设立“长三角一
体化”跨区域行政通办绿色通道，为平
湖、金山市民在异地办理营业执照等
方面提供“最多跑一次”便利服务。“开
通长三角跨区域通办业务后，原先需
要往返金山、平湖两地进行办理，现在
一地办理、网上迁移，让数据多跑路，
办事少跑腿，方便了群众的工作和生
活。”广陈派出所户籍民警杜佳蕾说。

在平湖金山两地，幸福民生的画卷
正徐徐展开。一辆310公交车延伸至金
山塔港村站，打通新仓镇与金山卫镇的
毗邻公共交通路网；一条放港河绿道，贯
通上海金山区廊下镇景阳村和平湖新仓
镇中华村，跑步骑车就可到上海……两
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田园五镇，共奏乡村新“牧歌”
——平湖“融长”这五年系列报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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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案山路上，两旁的梧桐
树完成“换装”，装饰着道路沿线。
据介绍，为了给市民、游客更好的落
叶观赏体验，今年我市已在东湖大
道、乐园路等部分路段开启“落叶不
扫”模式，留住秋冬限定美景。

■摄影 王 强

层林尽染
一路秋色

■记者 黄雨欣

本报讯 昨天上午，副省长
张雁云来平调研人才工作。嘉
兴市委常委、副市长齐力，我市
领导仲旭东、何苗、戴振陪同。

张雁云一行首先来到平湖
技师学院，参观了平湖市高技
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现场听
取了学校“双元制”办学模式、
学生就业等情况介绍。平湖市
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建有
现代制造业、电气自动化、现代
服务业、工业设计和新材料五
大实训中心，2019年入选为国
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年
培训规模在1万人次以上。张
雁云对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表
示肯定，他表示技能人才是产
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企业与学
校“双元制”的办学模式，为平
湖本地企业定向培养、定向输
送优质技能人才，要充分发挥
公共实训基地作用，深化产教
融合，以技能人才培养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

随后，张雁云一行来到平
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人才公
寓，实地参观了公寓房和配套
设施。该人才公寓共有公寓房
850套，建有共享厨房、书吧、
茶室、健身房、观影区等配套设
施，为入住人才提供一站式服
务。现场，张雁云还听取了我
市人才悦居工程和高品质人才
公寓建设情况介绍。自 2021
年正式启动人才悦居工程以
来，我市建起市、镇、企三级人
才公寓 10000多套，实现了实
习公寓从无到有、人才驿站从
浅到深、人才公寓从远到近、高
端配套从有到优、安居政策从
头到尾的转变。张雁云对我市
公寓房建设和配套服务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强调要进一步加
强人才公寓建设，优化配套设
施和服务保障，切实解决人才
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住得好”。

当天，张雁云一行还赴平
湖智创园，调研高端制造业企
业。

省领导来平
调研人才工作

本报讯 “期待了很久，终于开建
了，等娃再大点正好可以去体验。”

“‘风车’外形充满了童趣，功能分区也
更加丰富了。”“希望早日建成，为孩子
们成长点亮更多‘彩色梦’。”……日
前，备受市民关注的平湖市科创青年
城项目（市儿童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正式动工建设，不少市民在采访中向
记者表达了欣喜与期盼。

“风车”载梦，转动未来。“从 2022
年列入平湖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到
今年年初列入平湖市十大政府重点民
生实事项目，再到如今落地建设，科创
青年城项目承载着各方殷切期待，作
为建设单位，我们将拿出‘实干干实、
快干干好’的作风，高质高效推动项目

建设，努力打造兼具‘儿童化、现代化、
艺术化、数智化、精品化’特色的少年
儿童筑梦空间。”市城投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盛跃说。

据悉，平湖市科创青年城项目位
于当湖街道稚川路以东、平廊公路以
南，总用地面积约60.6亩，总建筑面积
约 6.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6.5亿元。
在推动项目落地过程中，城投集团勇
挑重担，在资金筹措难度大、淤泥堆场
运输任务重等层层考验面前，顶住压
力、担当奋进，多措并举之下逐一攻破
阻碍，为项目早日开工赢得了时间。
按照建设计划，项目预计到 2025年底
完成建设，届时，将为全市少年儿童提
供全方位、一站式的校外活动供给，成
为陪伴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乐园”。

力行民生事，奋楫不停歇。眼下，
由城投集团负责实施的另一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平湖城西便民活动基础
设施项目（城西运动飘带）也按下了

“启动键”。此前，城西体育设施多以
小型为主，总量偏少，市民健身范围和
形式相对有限，为更好地满足群众对
多样化体育健身的需求，项目将建设
室外球场、室内场馆、儿童活动区等一
批体育健身场地设施，助力提升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我们将围绕施工
目标，抓进度、抓品质、抓细节，努力把
项目建成惠民利民的民心工程、升级
城市形象的标杆工程。”该项目负责人
徐辉说。

一项民生工程，亦是一份“民生

考卷”。今年以来，聚焦高质量民生
工程建设，城投集团按照“启动一批、
建成一批、启用一批”的思路，精准谋
划，匠心筑造，交出了一份份温暖的

“民生答卷”。目前，明湖国际科创岛
系列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启动建
设，稚川路（东田路—毓秀路）、案山
桥桥梁抬升等一批出行保障项目完
成建设，平湖里、鸣喜桥东侧沿河区
域等一批公共服务项目已投入使
用。一个个带有城投“热度”与“温
度”的民生项目，融汇成为了城市工
匠“民心真情”的“见证者”，助推着城
市功能品质加速提升。

为幸福“加码” 助城市“提质”
平湖城投快马加鞭推进民生项目

■记 者 汤智娟
通讯员 岳冬健 翁辰辰

在省文旅厅日前公布的
2022 年度公共文化服务现代
化发展指数（CMDI）评估结果
中，我市位列全省90个县（市、
区）第 6，较去年又进了 3 位，

“文化惠民”名片越擦越亮。
文化惠民，健全公共文化

设施是基础。作为全省首批公
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创建
对象，近年来我市全力打造“长
三角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高水平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提档升级，已建成覆盖全
域的城乡一体“10分钟品质文
化生活圈”。在城市公共文化
空间建设方面，我市按照“双核
（东湖、明湖）、两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张江长三角科技城）、
多点（镇、村、企业）”的总体方
案，本着“挖掘已建的、充实在
建的、布局待建的”的思路，以

“一套文化标识、一个文化云平
台、一批文化场所、一批文化社

区、一批文化街区……”等“十
个一”为抓手，从“点、线、面”三
个维度结合，高规格全域推进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不断
涵养城市文化气息，进一步提
升了城市人文魅力。

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成为
网红打卡地、明湖景区“小三亚”
是暑期人气盛会、家门口的城
市书房刷刷脸就能进、文化礼
堂成为村民放下筷子就想去的
地方……一个个颜值与内涵兼
具，遍布大街小巷、深入城乡肌
体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新场景、
新空间，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让“建筑是可以阅读
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
最宜休憩的，市民是尊法诚信文
明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美
好梦想照进了现实。

文化惠民 步履不停
■言成声

本报讯 整体环境干净整
洁，产业发展生机勃勃，文明风
尚随处可见……走进林埭镇和
美乡村示范片区，一幅幅生态
美、产业兴、群众富的幸福图景
映入眼帘。今年以来，林埭镇
通过空间重塑、产业发展、公共
服务、文化传承，全力推进和美
乡村建设，展现出文艺清溪范、
活力棒球风、鱼米水乡韵的村
居新形象。

据悉，林埭示范片区以
“清溪清心·棒舞龙腾”为创建
主题，通过描绘 1张和美乡村
蓝图、建设 4 大和美乡村场
景、建立 2 个和美乡村示范
点、打造N个和美乡村工程等
路径，在全镇约 46.23 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打造出乡风传
承、创新融合、共富和美的宜
居宜业新场景。

俞家湾是片区内清心宜居
的示范点，这里既有诗书文化
气息，也有美好生活阵地。走
进清溪诗词馆，书香之气扑鼻
而来，整体布置古色古香，墙边
挂着许多书法作品和名家简
介。据了解，诗词馆以诗书世
家沈家旧宅为基础，经过打造，
完整展示了历代沈氏名人事迹
和诗集书目，充分展现了俞家
湾的深厚文化底蕴。未来嘉乡
也是俞家湾的一大亮点，这是
一个并联文明实践、健康驿站
及村民服务、村民议事等多个
村民生活需求的平台，还设有
专门的儿童游玩区域和老人休
闲区域。“这里环境很好，我们
老年人可以来这里下下棋，喝
喝茶，我还会带孙女一起来，她
喜欢来这里玩玩具和看书。”正

在未来嘉乡休息的共和村村民
吴小妹说。电子听书设备、血
压测量机、儿童爬行区……“老
有颐养、幼有善育”在和美乡村
示范片区内得到了真正落实。

俞家浜则是片区内农文
旅体深度融合的示范点。和
美乡村示范片区打造，在林
埭，绕不开一个“球”。据了
解，俞家浜棒球场是浙江省首
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棒
球基地，截至目前，这里已承
办 30 余场大型赛事。此外，
林埭还深化了棒球这一 IP，构
建了“体育+文旅+农业”一体
化新型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持
续造血。如今，这里又增添了
许多新内容，鲜果采摘、草坪
婚礼、野炊烧烤、元宇宙菜地、
室外垂钓基地等，丰富多彩的
新业态和棒球运动有机结合，
吸引了大批游客，一颗小棒球
撬动了乡村大发展。

和美乡村，更要把落脚点
放在富民便民上。位于俞家浜
的共富大棚已经正式启用，放
眼望去，一片绿意葱茏，绿油油
的草莓苗、番茄苗长势喜人。
据了解，共富大棚项目由林埭
镇的11个村共同出资建设，通
过收取租金可以实现村集体增
收，有效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
得感。“我们将抓住和美乡村示
范片区建设的契机，持续探索
农文体旅融合，让村民真切感
受到越来越‘棒’的乡村生活。”
林埭镇副镇长、徐家埭村党委
书记刘建群说。

和美乡村，究竟美在何
处？林埭镇以生态宜居“环境
美”、农旅融合“产业美”、清溪
雅韵“文化美”、项目引领“共富
美”、和谐安康“治理美”的五美
建设，给出了独一无二的回答。

各美其美韵无穷
和美乡村“林埭范”

■记 者 倪雨伦
通讯员 纪亚千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仲
旭东带队调研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工
作，他强调，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是营
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的总
牵引、总抓手，全市上下要统一思想、
加快进度，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走在
前列、敢于争先，全面深化“平妈妈”式
服务，全力打造具有平湖辨识度的政
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硬核成果。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戴振参加。

“目前开展了哪些增值化改革工
作？”“服务中心每天收件数量是多
少？收件后处理流程是怎么样的？”
当天仲旭东一行来到了市企业综合

服务中心，详细了解服务窗口设置、
服务平台建设及下步改革计划等。
仲旭东指出，要做好资源整合，聚焦
企业需求，加强组团服务，完善服务
内容，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水平；
要做好宣传引导，浓厚宣传氛围，提
升企业对于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
知晓度和参与度，为企业发展带去切
切实实的帮助。

在座谈会上，仲旭东听取了相关
部门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学懂弄通，
吃透核心要义。在服务理念上，要从
管理思维转为用户思维，提供更多企
业角度的主动式服务；在服务范围上，
要从基本服务转为全面服务，实现业
务的“纵向跨层级联动、横向跨部门协

同”；在服务周期上，要从阶段服务转
为全周期服务，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
产业全链条，提供更广范围、更深层次
的集成服务；在服务主体上，要从单一
主体转为多元服务，整合政府侧、市场
侧、社会侧的各种服务资源，“让专业
的人干专业的事”；在服务方式上，要
从定时定点转为随时随地，为企业提
供“不打烊”的增值服务；在服务手段
上，要从数据沉睡转为数据赋能，让政
务服务更有未来感。

仲旭东指出，要全面对标，无缝
抓好承接。要不折不扣完成规定动
作、做亮特色工作，按照“一中心、一
平台、一个码、一清单、一类事”的“五
个一”目标任务，优化“汇集—研判—

分派—解决—评价”闭环服务机制，
打通完善为企服务体系，做强平湖为
企服务品牌。

仲旭东要求，要找准切口，做好改
革创新。要以问题为导向、需求为关
键，找准外资服务等“小切口”，积极探
索、主动创新，为企业提供实在优质有
感的服务，形成平湖特色，全面提升平
湖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知名度。

仲旭东强调，要夯实基础，优化日
常服务。要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
素养，创新服务模式，完善服务机制，
压实各方责任，推进为企服务标准化、
集成化、高效化，全面提升企业幸福感
和获得感，打造更多具有平湖辨识度
的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硬核成果。

仲旭东在调研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工作时强调

积极探索创新积极探索创新 奋勇走在前列奋勇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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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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