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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自然资源和规划

无惧风浪奋扬帆 勇立潮头护海湾

■记者 汤智娟 纪晓岚 通讯员 时 逸

筑牢防火屏障
守护绿水青山

■通讯员 陈玉麟

近日，嘉兴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联合平湖、
海宁、海盐三地，在乍浦汤山公园广场开展以“筑
牢防火屏障，守护绿水青山”为主题的森林消防
宣传活动。嘉兴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费公驰、嘉
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俞日富，以及平
湖、海宁、海盐三地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也是一次市县联动、规模较大、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森林消防宣传活动。通过沉
浸式宣传森林消防知识，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
和避险技能，有效推动各项防范措施落实，严防
森林火灾发生。

活动现场，平湖、海宁、海盐三地结合九龙
山、大尖山、南北湖区域相邻的实际情况，签署了
《湾北三县（市）森林防火合作协议书》。平湖林
场相关人员宣读了《森林防火倡议书》，随后举行
了森防广场文艺演出、森防器材展示、森防法律
法规宣传资料发放和森林消防操作演练。通过
宣传《森林防火条例》《浙江省森林消防条例》《嘉
兴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和野外火源治理等方面
的法规制度，让大家了解森林火灾的危害性和违
规用火的法律责任，熟悉各类森防救援装备的基
本功能，掌握森防救援初步技能。最后，平湖、海
宁、海盐三地森林消防应急救援队联合开展了森
林消防操作演练，森林消防队员熟练操作各种消
防设备，演练取得圆满成功。

每年清明节前后是森林火灾的易发期和高
发期，通过开展森林消防宣传活动，旨在让全市
上下共同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水青山，保护森
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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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浦古银杏公园获评
省古树名木文化公园

■通讯员 吴 恋

近日，省林业局公布第二批“浙江省古树名
木文化公园”名单，平湖市旗下营银杏古树文化
公园（乍浦镇古银杏公园）名列其中。

乍浦镇古银杏公园位于乍浦东大街和天妃
路东北角，园内有一株千年银杏，唐朝末年栽种，
距今已有 1143年历史，是乍浦城区最长寿的大
树之一。银杏树高 14米、胸径 179厘米、平均冠
幅 16米，生长势较弱。去年乍浦镇委托嘉兴市
茂林古树林木养护有限公司对古银杏开展复壮
修复，主要包括：树体清理、杀菌除虫、防腐修补、
营养复壮、土壤通气改良、地表生境改善、围栏保
护等。

该公园修建于2018年，占地面积24亩，建设
投入约100万元。公园以古银杏为中心，新栽银
杏、香樟、桂花、玉兰等树种，新建浮雕景墙、活动
广场、休憩亭以及公共配套停车场等。在改善古
银杏周边环境的同时，打造了一个融历史、文化、
教育和观赏于一体的特色景点。

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进一步保护我省古树名木资源，宣传古树
名木保护知识，展示古树名木文化故事，2022年
开始浙江省林业局组织开展浙江省古树名木文
化公园认定活动。我市对照认定管理办法，积极
挖掘并组织申报，已成功创建浙江省古树名木文
化公园2个。

——杭州湾海上综合观测平台建设纪实

海蓝色的外形，红白相间的条纹，醒目
多彩的旗帜……俯瞰杭州湾中部海域，一
座崭新的海洋观测平台矗立在此，守望着
翻腾不息的海洋，守护着进进出出的船只，
也守候着一方百姓的安澜无虞。这座平
台，正是今年1月刚建成的浙北第一座、浙
江第二座开阔海面海洋综合观测平台——
杭州湾海上综合观测平台。

海上起高台，绝殊不易也。“建设杭州
湾海上综合观测平台，对于填补平湖市海
域离岸观测资料的空白，完善浙江省海洋
灾害综合观测网，实现主要海洋灾害观测
的全覆盖具有重要作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执法局局长褚杰说。深谙杭州湾海上
综合观测平台的重要性，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本着为人民担当、为事业尽责的初心
与使命，千方百计抓谋划、全力以赴促建
设、尽心竭力优服务，创新攻坚、善作善为，
为平台的最终建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重谋划 解难点

提速建设夯“基石”

位于浙能嘉兴风电1号海上风场工程
北侧区域的杭州湾海上综合观测平台，眼
下已进入试运行阶段，海上各项监测数据
反馈精准良好。从“一张白纸”到“平台屹
立”，观测平台的建设与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的“规划先行”密不可分。

缘何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选择将平
台建设在全省重要河口湾区的杭州湾中
部？原来，杭州湾作为全国受潮汐影响最
大的河口之一，潮差平均有6米，站点基本
都沿岸建设，一直以来缺少远海的海洋水
文气象等数据记录。海上观测平台的建
立不仅能有效促进海洋防灾减灾，保障嘉
兴港进港航道安全，同时也可以为杭州湾
水域生态监测提供更加全面的数据支持。

然而观测平台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
要想在风高浪急的海域牢牢扎根，打好观
测平台“地基”是关键一环。“起初我们根据
以往在近岸建设观测站的经验，设计采用
水泥桩作为观测平台的预制桩。”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海洋管理科（市海洋海岛资源
服务中心）科长（主任）齐正旺介绍说，但是
由于观测平台所在区域海况较差，以水泥
桩作为预制桩无论是承载力还是工程寿命
都并不理想。“基于这一实际，我们组织设
计单位和行业专家又专门赴建设海域进行
考察，并结合各方意见建议，将水泥预制桩
的设计调整为钢管桩，同时计算相关承受
力，提高观测平台稳定性和安全性，进一步
延长平台寿命。”齐正旺说。在调整预制桩
的同时，设计还采取“牺牲阳极”的保护方

法，在每根钢管桩底部安装铝锭，以保证预
制桩的抗腐蚀寿命。结合工程实际，该局
还提前指导施工方开展钢管预制工作，为
后续建设赢得宝贵时间。

海上打桩筑基，不光要善谋长远，还
要牢固根本。除了设计上的大幅调整，观
测平台的安装建设同样充满了挑战。以

“牺牲阳极”安装为例，观测平台一共建有
9根钢管桩，每根钢管桩需要安装上2块共
计 160公斤重的铝锭，且均需人工潜入水
下完成焊接，不仅作业条件苛刻、技术难
度大，而且危险性更高。如何在海水包围
下安全高效地完成“牺牲阳极”的安装？
对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前谋划部
署，一方面要求施工方在小潮汛、平潮期
等水流较小时段安装，尽可能减少潮汐变
化等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集合施工方所
有力量，全力配合水下作业，切实做好紧
急情况的预防和应对。此外，积极指导施
工方因地制宜焊制“吊笼”，施工人员可乘
坐“吊笼”深入水下进行作业，有效避免水
流变化对人员安全和施工作业的影响，为
最终“牺牲阳极”的安装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单是“牺牲阳极”的安装难度系数
相当高，承担着海上“观测重任”的井筒
（潮位井、温盐井、生态井）可谓整座观测
平台建设的“硬骨头”。“这些井筒中大的
直径达到1.2米，重有18吨，小的直径也有
1米，重达10吨，依靠吊机一次性根本无法
吊起。”齐正旺回忆道，由于后续井筒内还
需安装感应设备仪器，吊装时必须保证筒
内无任何杂物掉落，才能最终保证海上监
测数据的精准性。

为了啃下井筒安装这块“硬骨头”，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多次组织协调宁波海
洋监测预报中心相关技术人员奔赴现场
展开实地调研，并为施工单位提供相关指
导和技术参数，最终确定以切割、卡位方
式将井筒分作两段进行吊装，并辅以钢筋
打洞和混凝土浇筑形式固定，确保井筒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在压实施工方主体责
任的同时，吊装期间我们严格实行‘一线
工作法’，及时发现、解决问题，推动安装
建设顺利进行。”齐正旺说。

强服务 通堵点

多方协调筑“高台”

偌大的工程，所面临的不光是一个又
一个硬件设施建设难题，还有一系列“隐
藏关隘”需要逐一攻破。施工安全如何保
障？海上避风增加作业船只成本怎么
办？建材运输难怎么解决？……“每一个
问题都事关观测平台的建设进程，等不
起、慢不得。”凭着一股“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斗志与决心，自然资源和规划铁军始终

保持冲锋姿态奔走在解决问题一线，在一
次次专程协商中推动平台建设顺利开展。
保障施工安全便是一道绕不开的难题。
由于杭州湾受潮汐影响，潮差大、流速快，
对于平台预制桩的安装建设有着较大的
安全威胁，这也给安全防护工作带来了考
验。为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专门赴宁
波海事局进行协商，以高标准、严要求开
展防护措施整改，并出具相应整改报告，
同时还就该平台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最
终获得了海事局的批准。根据实际情况，
观测平台建设期间除了安装警示灯以及
配备完善救生衣、安全绳等急救设施设备
之外，该局还与海上风电企业进行协商沟
通，借助施工区域附近风电监控开展24小
时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安全隐患，预防安
全事故发生。

“施工期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
单从安全防护层面提供保障，还在施工成
本、建材运输等方面想我们所想、急我们
所急，帮助解决相关难题，让我们能够更
加安心地投入高质量平台建设之中。”回
顾建设之路，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舟山有
限公司工程部经理、杭州湾海上综合观测
平台施工方负责人王巧强言语中依然充
满了感激与欣慰。原来，在观测平台建设
过程中，施工方在平台附近安排停靠了 2
艘作业船只（交通船、起重船），用以人员
和材料进出。然而，根据相关要求，作业
船只在海上风力达到6级时就需要返回锚
地避风，而从施工区域返回锚地至少需要
2-3小时，再加上 6级风力在海上发生频
率较高，这就意味着作业船只需要经常往
返锚地，如此一来不仅会增加企业成本，
对于建设工期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这既事关观测平台建设，同时也考
验着我们的服务能力。”齐正旺表示。为
排除施工单位后顾之忧，加速推动观测平
台建设进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领
导多次带队专程前往嘉兴海事局和宁波
海事局，就锚地避风事宜展开协商。经协
商确定，海上风力预报在7级以内时，作业
船只可根据实际风力“原地待命”，无需返
回锚地；当风力预报达到8级时，则必须返
回锚地避风。通过人性化的调整，有效化
解了施工方“两头抛锚”的窘境。

在破解锚地避风问题的同时，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还着眼于平湖建材运输码
头少的实际，与嘉兴海事局进行沟通协
商，提前利用独山港区B区在建的 21、22
泊位以及25、26泊位作为企业临时建材码
头，避免了分批、多次运输建材，大大节省
了时间成本。一次次高效的协商和服务
成果，不仅让施工单位服下了“定心丸”，

加快了观测平台的建设进度，也在无形之
中擦亮了“平妈妈”营商环境品牌。

优程序 抓要点

悉心保障护“海湾”

随着一道道“关隘”的有力攻破，今年1
月杭州湾海上综合观测平台终于迎来了主
体结构的竣工。只是，这并不意味着观测
站立即就能执行“观测”任务，还需最为紧
要的一道程序，那就是观测设备的安装。
据介绍，杭州湾海上综合观测平台采用最
新一代海洋水文气象观测系统，相关观测
仪器由自然资源部宁波海洋中心负责安装
和运维，用于测量潮汐、海水温盐、能见度、
气温、气压、湿度、降水等参数，能够为应急
防灾减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海洋开发利
用等提供科学规范的数据支持。

从今年 3月上旬开始，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便统筹部署推进观测平台观测仪
器系统安装工作。考虑到平台离岸远，出
行交通成本高，再加上海上潮差大、海流
急，为了尽可能提高安装效率，保障人员
安全，该局充分做足“准备功课”，为后续
设备安装工作保驾护航：邀请浙江水利河
口研究院、宁波海洋中心专家实地踏勘，
确定设备安装位置；提早组织设备安装人
员开展海上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安装人员
安全意识；提前联系船只租赁公司，为设
备安装提供交通便利；完善电力、通讯保
障，确保设备运行安全通畅……一系列

“前置作业”的完成，不仅优化了设备安装
环节的程序，也大大降低了设备安装期间
的安全风险。

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倾力推动
下，设备安装人员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并
根据实际，因地制宜进行仪器安装，确保
数据顺利回传岸基接收平台，安装时间也
从原先预期的 3天提前至 1天半全部完
成。为了保证各项设备安全高效运行，该
局还积极指导观测平台施工方做好各项
辅助设施的安装。根据要求，观测站专门
配置了水密门，涂上了警戒色，并安装了
太阳能光伏板，利用太阳能发电为各项仪
器运行提供电能，目前每天可发电 5-6千
瓦时，可充分满足平台内仪器、监控等用
电需求。

眼下，杭州湾海上综合观测平台观测
仪器系统已顺利启用。“当前各项监测数
据传送顺畅，数据曲线符合运行要求，待
试运行合格后，将正式纳入国家海洋观测
体系网运行。”宁波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筑一域防线，护一方“海湾”。如今，
杭州湾海上综合观测平台就像一根“定海
神针”，牢牢扎根在杭州湾海域，以其“智
慧之眼”昼夜不歇地观测着海洋，为平湖
乃至全省海洋安全筑起了一张“预警
网”。“接下来，我们将与宁波海洋中心保
持定期联系，以充分掌握观测平台运行情
况，确保对海洋灾害及时预警、快速响应、
有效应对。”齐正旺告诉记者，特别是针对
风暴潮、台风等特殊气象灾害做好24小时
实时监测，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通讯员 徐子成

创新举措 夯实“耕基”

平湖织密织牢耕地保护责任网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全面强化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落
实，加快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积极盘活农
村存量建设用地，为高质量推动乡村振
兴、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土地资源保障。去
年，我市连续第四年蝉联嘉兴市级耕地保
护责任目标考核优秀，荣获浙江省耕地保
护先进集体称号。

多元落实耕地保护责任。深化落实
耕地保护以奖代补资金发放工作，将普惠
性补偿与绩效导向激励相结合，向全市88
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放耕地保护以奖
代补资金 5220万元。扎实推进耕地保护

“田长制”责任落实，全市村级田长和巡查
员累计巡查打卡 20095次，完成“两非图
斑”整改37个，实现保护责任全覆盖。

深入开展“永农连片”整治。开展永
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建设，有效破解我
市耕地碎片化问题，全年完成“千亩方”
永久基本农田连片整治项目 6个，“百亩
方”永久基本农田连片整治项目 2个，耕
地功能恢复面积 714亩，合计连片耕地面
积 9710亩，逐步形成布局集中连片、农田
设施完善、生态美丽良好、适合规模种植

和现代农业生产的优质耕地与永久基本
农田。

持续深化土地综合整治。大力实施
土地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推进实施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面积 6.3万
亩，土地综合整治工作连续两季度获省

“十项重大工程”五星评价，省级年度绩效
评价第九。新立独山港、新仓等 2镇以及
广陈镇前港等2村、曹桥街道石龙等8村3
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完成 2个土地综合
整治项目整体县级验收，钟埭街道沈家弄
等4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获评嘉兴市级优
质工程。顺利承办嘉兴市耕地保护暨土
地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平湖经验”获省
自然资源厅、嘉兴市等上级领导批示肯
定。

积极盘活各类资源要素。科学有序
推进农民搬迁和企业腾退，加快农村宅基

地、工矿废弃地以及其他存量建设用地复
垦，实行“减量”和“盘活”联动。完善复垦
项目推进机制，推行项目化、清单化、全流
程管理方式，全市建设用地复垦完成1630
亩，创历年新高。多渠道挖掘耕地后备资
源潜力，盘活闲置、荒废耕地，全年完成垦
造耕地面积325亩，完成“旱改水”面积190
亩，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和连片度。

平湖九龙山成功入选
省级观鸟胜地

■通讯员 姜 杰
近日，省林业局公布了第二批“浙江省观鸟

胜地”名单，平湖九龙山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和丰富的鸟类资源成功入选，也是嘉兴市第一
个省级观鸟胜地。

平湖九龙山观鸟胜地，地处沿海杭州湾北
岸，自然条件优越，植被丰富，环境优良，山、海、
岛、林、石一体，造就了秀美的滨海景色。据最新
监测调查显示，目前共记录鸟类 17目 54科 200
种，其中33种为国家重点保护鸟类，26种为省重
点保护鸟类。同时，九龙山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优
势使之成为了华东地区猛禽重要的南迁通道，也
是候鸟优良的越冬地和停歇站。九龙山是浙江
省境内最多的猛禽迁徙过境点，吸引了周边省份
众多鸟类摄影爱好者和市民前来观鸟、拍摄。

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加强
鸟类保护工作，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
态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高
公众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引导群
众树立爱鸟护鸟的良好风尚，进一步推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