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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城联动 送来江南戏曲精品
长三角民营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在沪开幕

解放日报讯 10 月 11 日 ，2024 长三角
民营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在上海松江云间
剧院开幕，由上海沪剧院带来的沪剧《芦荡火
种》作为开幕大戏率先登台亮相。 10 月 11 日
至 25 日，来自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13 个剧
团带来的 13 部江南戏曲精品将在松江的剧

院、文化活动中心、园林轮番上演。
今年活动联动 9 城 ，13 个剧团带来越

剧、沪剧、婺剧 、庐剧 、黄梅戏 、昆剧 、皖南花
鼓戏等经典剧目及原创剧目 。 上海多家民
营院团以及杭州市萧山区传承越剧艺术
团 、苏州市壮丽戏剧艺术工作室、德清县清
溪越剧团、泾县皖南花鼓戏艺术剧院有限公
司、 芜湖黄梅戏剧团有限公司等优秀民营剧
团齐聚松江。

（记者 钟 菡）

上海唯一！ 闵行这里“幸福 +”

80 多岁的梁老伯， 中饭有社区食堂，看
常见病到社区医院， 高血压慢病管理去中西
医结合医院， 最近还学会了用手机买菜、挂
号；永德敬老院的陈奶奶，不舒服时院内有云
诊疗、互联网医院，遇事按“一键通”……居家
养老的社区长者可到日间照料中心、 长者运
动之家，办个人事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帮办服务在家门口的服务站可办结……

吴泾镇域内上海市唯一的养老科技产业
园即将迎来开园， 根据规划将建成专业化市
场化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养老科技产业园。借力
养老科技产业， 推动养老产业和养老服务齐
飞，“15 分钟养老服务圈”近水楼台科技加持，
届时吴泾镇老年人将享受到得天独厚的 “六
养”（医养、康养、文养、体养、托养、智养）服务。

吃饭：三大片区助餐格局在形成
中午时分，永德宝邸社区食堂，不时有长

者前来用餐，放上餐盘，吃多吃少自己选，选
好自助结算。家住附近的张老伯是这里的“铁
杆粉丝”，他说，社区食堂正好帮助他解决了
一个吃饭的大麻烦。

永德宝邸社区食堂约 400 平方米， 可同
时容纳近百人用餐，食堂运用智能称重系统，
提倡按需取餐、光盘行动，还推出为长者生日
“助餐+”等公益活动，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长者
提供 10 元特惠套餐，运营一年来赢得了良好
口碑，还获评为市级优秀社区长者食堂。

运营近 7 年的吴泾社区长者食堂是吴泾
镇的老牌助餐点，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
为区域订餐的老年人提供免费送餐上门服
务，切实解决社区长者用餐难题。随着吴泾小
区旧改的推进， 新的社区食堂点位也在小区
内就近选定，完成改造后可同时容纳 78 位长
者用餐，还将增设小食吧台、共享水吧、外卖
档口，实行早中晚三餐供有需求的居民选择。

旧改期间，吴泾社区食堂的外送餐食服务
还在继续将这份“舌尖上的幸福”延续，让一部
分长者的用餐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除了目前吴泾镇镇域东、 西片区的永德
宝邸社区食堂和吴泾社区长者食堂， 结合闵
行区关于社会餐饮参与社区食堂建设， 中部
片区新增设的大富贵社区长者食堂也已开始
运营，自此东、中、西三大片区长者助餐服务
格局形成。

就医：家门口就可以看三甲专家
家住紫晶南园的梁老伯， 以往看病老想

着跑市区到三甲医院， 最近越来越多专家下
沉至社区医院，家门口就能挂上专家号，遇紧
急情况还能享受优先转诊到三级医院， 在三
级医院手术后的疗休养可以转到社区医院，
他不禁感叹“现在看病真是家门口有‘医’靠
呀！ ”

构建全链条老年服务， 便捷的医疗是重
要一环。 家庭医生制度实行至今，吴泾 65 岁
以上老年群体在吴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的签约率已达 93.43%， 为方便老年群体就近
就便就医，家医下沉门诊已覆盖吴泾 25 个居
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对 65 岁以上居民
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中心不断提升自身能级， 打造中医特色
门诊， 建设标准化静脉导管维护社区示范基
地、开通专科护理上门服务、为 60 岁及以上
人群提供老有所依“安康包”，还和社区联合
开展健康科普讲座， 让长者在家门口就能获
得专业的医养知识。

作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闵行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心病科、肺病科、肾病科、糖尿病科
等特色专科推出了老年人综合服务门诊等亲
老化举措。 医院将公益健康咨询 “健康大篷
车”开进了吴泾各居村，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
务送上门，居民只需拿病历就可免费咨询。

智慧养老资源也助力养老产业提质增

能。 距产业园 1.2 公里的永德敬老院，随着云
诊室、互联网医院、智慧安防、智慧检测等技
术的运用，近两年入住率逐年攀升，成为长者
们安置“新家”的首选。

“上班”：日子一天天过得很充实
吴阿姨今年 70 出头，她喜欢每天到永德

宝邸居民区党群服务站“上班”，为啥？ 她说这
里有日间照料中心、长者运动之家，运动、活
动、老姐妹相聚 ，这个 “班 ”上得 “适宜 ”，“下
班”附近还有菜场逛，日子一天天过得充实。

在吴泾， 致力于为社区长者提供日间托
养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共有 12 处，社区长者
可以在这里接受生活护理、康体休闲、认知干
预等服务。

在标准化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注重集成
思维、资源叠加，如在吴泾小区日间照料中心
内融入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支持中心，紫晶南园
日间照料中心引入品牌志愿服务 “周周聊”项
目，镇文体中心结合“文艺走亲”将一场场文化
大餐送至社区居民身边。

在吴泾镇永德宝邸居民区党群服务站，
记者看到，社区内设有日间照料中心、长者运
动之家、城市书房等，环境宽敞优美，空间功
能齐全。

走进日间照料中心， 国风及老上海怀旧
元素的布置营造出浓厚的温馨氛围， 中心工
作人员及志愿者皆经过专业培训， 具备一定
护理经验，为长者提供助餐、助浴、康复训练
等， 照护他们日常起居的同时还陪长者定期
参与手工制作、健康操、书法、绘画等各种文
娱活动。

为更好提供日间照护服务，中心还引进了
数字化管理系统，配备了一键式呼叫等功能。

办事：有人帮办，还教“玩”手机
随着窗口延伸 “帮办服务” 不断完善推

进， 吴泾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与居村委
联动为辖区内孤老、 纯老等特殊群体开通了
“爱心通道”，对就医医疗册补办申领、职保和
医保零星报销、 长护险申请等推出上门帮办
服务， 为部分确有困难的长者解决了出门办
事的烦恼。

在吴泾社区学校， 有个班常年教老年人
“玩手机”。 你可以看到爷爷奶奶们坐在教室
里，认真听孩子们上课。 沈阿姨退休后，得知
社区开设教手机课程， 报名学习后还开发了
自己的摄影爱好，现在她出门用手机拍照片、
剪视频，成了旅行团里的“专业摄影师”，大家
都争着请她帮忙拍照。

2014 年吴泾镇为社区长者量身打造的首
期《智能手机的使用》老年课程班在吴泾小区
开班，首批“教师”来自华东师大学生。2023 年
初针对区域内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的多元
需求，镇社区学校分别将政务、金融、医疗、出
行、社交、生活等 6 类智慧课程配送至嘉怡水
岸居委、枫桦景苑居委等学习点，帮助老年人
融入智慧社区，享受智慧生活。

10 年间，10 万人次社区长者学会了用微
信视频聊天、支付宝扫码付款、扫码乘车出行
等日常技能。 区域内近 500 名学生志愿者热
情参与教授指导， 学员不仅享受数字带来的
便捷，还融会贯通参与到社区治理中。

当前，闵行区、吴泾镇及大零号湾集团正
“组团”为养老科技产业提供政策支持，“项目
天天谈，养老产业备受关注”，基于产品应用
场景打造、产品推广、技术标准等优质配套，
养老科技产业园创新研发功能区已集聚了一
批全国重点实验室， 产业承载区已入驻如博
音听力、数创医疗等养老产业的行业先锋。

吴泾镇 60 岁及以上长者约 4 万人，优化
养老服务资源配置、 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能
级，加快构建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为区域内
长者提供高质量服务供给， 吴泾正朝着率先
打造全国影响力的养老硬科技产业集群的目
标前进， 镇域内医疗机构资源也将为养老科
技长足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应用实验场景。

（据今日闵行 10 月 11 日官方微信）

一江碧水绘共富新景
———新安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观察

发源于黄山六股尖的新安江，一
路向东穿山越岭，百转千回于徽州白
墙黛瓦间，汇入杭州千岛湖。 地图上
看，新安江犹如一条绿丝带串起安徽
和浙江两省。

从开展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试点，到升级建设新安
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
区，2012 年以来，皖浙两省在新安江
探索的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正从水质保护扩展到产业协作、人才
共育等多领域。 “一水共护”到“一域
共富”的新实践正在新安江流域徐徐
展开。

流域共治：守牢发展的
“绿色底线”

9 月 24 日一早， 安徽省黄山市
歙县生态环境执法监测站负责人程
军一行 4 人登船前往位于皖浙交界
处的新安江街口断面，与浙江省杭州
市派出的监测人员会面。双方取水采
样，经过混匀、静置、过筛，再均分水
样带回各自实验室分析。

“两省会在傍晚给出监测数据，
数值在误差范围内视为有效；有争议
的，会在双方共同见证下，打开备用
样品再分析。”程军说，两省约定每月
定期开展两次水质联合监测。截至目
前，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全部达标。

2012 年， 皖浙两省在新安江启
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按照“谁
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原则，建
立补偿标准体系。 年度水质达标，浙
江向安徽拨付补偿资金，反之安徽向
浙江拨付。

当前，新安江跨省界断面水质达
到Ⅱ类， 年均向千岛湖输送约 70 亿
立方米清水。

两省建立了由四项污染物指标
和水质稳定系数、指标权重系数为主
要内容的 P 值补偿标准体系。 程军
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虽然约定
的 P 值没变，但内含的四项污染物指
标权重占比却变了，“原先高锰酸盐、
氨氮、总磷和总氮四项指标权重均为
25%，但从 2017 年开始 ，总磷 、总氮
的权重提升， 其实是提高了保护标

准，像自然界中产生的枯枝败叶在河
流中分解也会产生磷和氮”。

最大限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渔
民退捕上岸、 整治企业入河排污口、
河流垃圾及时打捞……紧盯污染源
头实施靶向治理， 精准防治岸上、水
上和产业三类污染源，地处上游的安
徽通过保护重要生态空间、营造全民
保护的良好氛围，确保“源头活水出
新安”。

协同发力，联合执法也成为两省
共护一江水的一项常态化工作机制。

歙县与杭州市淳安县山川相邻，
今年 6 月，皖浙两省执法人员以新安
江两省交界处各延伸 5 公里为重点
范围开展巡航执法检查，查处一人多
杆、锚鱼、利用“打窝船”垂钓等违法
违规行为。

“如今，淳安、歙县两地已常态化
开展新安江交界水域联合执法工作，
建立案件移送协作机制，合力推动形
成流域统筹、跨省跨界区域协同的千
岛湖管理保护格局，共同推进千岛湖
‘一支队伍管执法’模式。 ”淳安县农
业农村局水上执法队相关负责人说。

产业联动：汇聚区域共
富更多动力

7 月 ，在黄山市黄山区 ，动工不
到 1 年，农夫山泉黄山生产基地项目
正式投产。4 条水线、2 条饮料线预计
今年底陆续达产， 带动本地就业约
300 人。

2022 年 9 月， 来自浙江的农夫
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将安徽首个
生产基地落户黄山。 “新安江上下游
合作发展绿色产业，得益于生态治理
跨省协作取得的显著成效。 ”农夫山
泉股份有限公司黄山生产基地负责
人说。

2023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
合作区建设方案（2023—2027 年）》，
合作区涵盖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和
浙江省杭州市。从新安江流域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试点到两省共建合作区，
两省从保护一江水迈向深层次合作
联动。

从歙县深渡镇漳潭村到杭州千
岛湖，新安江百里画廊以青山碧水吸
引众多游客。 如今，沿新安江串起黄
山与杭州的 350 公里“皖浙 1 号旅游

风景道”， 在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
境共同保护合作区框架下，建设正在
提速，山水画廊、徽州古城、自驾、露
营等业态及产品串珠成链。

歙县坑口乡瀹潭村，建在山坡上
的山岳露营地成了“皖浙 1 号旅游风
景道”的一处节点。游客们露天唱歌、
品尝烧烤，沉浸式感受山野乡村。 从
浙江宁波返乡创业的露营地老板吕
海军说，夏季高峰时每天有近 200 人
前来消费。

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余
学武说， 随着新安江歙县段陆上、江
上基建工程建设，“县里正全面谋划，
让好生态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
增收致富的强引擎”。

农业也是双方合作的重要领域。
黄山市歙州农文旅发展集团战略投
资部副主任程思肯说，歙县以“歙采
缤纷”区域公用品牌为纽带，将农产
品销售体系与溯源体系结合，同时与
杭州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搭建智慧平
台，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此外， 合作区建设方案明确，统
筹资金、人才、科技、产业等，强化利
益联结和共享，为共同保护生态环境
夯实要素支撑和机制保障。 去年，两
省共同谋划“浙皖合作十件事”，涵盖
项目衔接、产业交流、就业服务、文旅
合作等，达成合作成果 49 项。 今年 1
月， 浙皖互派 75 名干部在省级部门
挂职；在服务共享上，浙江大学、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与黄山当地政
府和企业建立技术转移合作，精准对
接需求。

机制创新：探索生态产
品价值更好实现

今年 5 月，黄山市被列入首批国
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当地
正推进机制创新，为高品质生态环境
支撑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坐落于黄山市的安徽省生态产
品交易所探索推动生态资源权益交
易、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增值，截至 8
月已完成排污权、水权等在内的生态
产品交易 9432 笔 43.89 亿元， 项目
最高溢价率 1500%。

在黄山市徽州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黄山华惠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正
酣。 2022 年，该企业在改扩建项目时
发现，其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指标

存在缺口，当年 9 月便在安徽省生态
产品交易所竞价获拍 0.931 吨化学
需氧量和 0.0931 吨氨氮排放指标五
年使用期。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
张军说， 排污权交易是在一定区域
内，排污单位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
过许可排放量的前提下，企业之间可
通过货币方式交易排污权，“这并不
意味着企业只要有钱就能获得更多
排污权。 在企业改扩建项目中，生态
环境部门会核算现有排污量和新增
排污量，并依据核算总值重新核发排
污许可证。 对于新增排污量，企业需
通过市场交易获取排污权”。

“对企业而言， 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制度让环境资源有价。 ”黄山
华惠科技有限公司环安部经理孟祥
松说， 这倒逼企业提升污水处理工
艺，从源头削减排污指标需求。

当前，皖浙所在的长三角正在开
展跨区域重点大气污染物指标排污
权交易试点。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
学学院副教授马明海说，排污权交易
具有货币补偿特征，是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一种路径，它也正成为多元化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生态产品总值 （GEP）核算正成

为合作区内衡量地区生态系统建设
与保护成效、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应用
的评价指标。黄山市发展改革委节能
中心主任王灶强说，黄山市创新性地
将水价值纳入 GEP 核算体系， 并对
下辖 7 个县区开展 GEP 评价。

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生态资本
转化，皖浙两省正不断探索———

淳安建成“两山银行”数字驾驶
舱，挂牌成立杭州市首家“两山银行”
实体化运营平台；

黄山市实施“祁门祁红”茶产业
链开发（一期）项目，基于特定地域单
元生态产品价值 （VEP）收益权质押
获得贷款，让沉睡的生态资源权益变
成了信用资产。

“无论从地域还是领域， 我们未
来都会谋划探索全流域从共同保护
到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杭州市生态
环境局淳安分局正高级工程师吴志
旭说。

（新华社合肥 10 月 13 日电
记者 陈尚营 水金辰 王俊禄）

宣绩高铁开通运营
10 月 11 日，宣绩高铁首发列车 G9298 次行驶在线路上。当日，随着首发列车 G9298次从宁

国南站开出，宣绩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宣绩高铁地处安徽皖南地区，是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
中的骨干线路。 线路自宣城站引出，终至绩溪北站，正线全长 115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 随
着宣绩高铁开通运营，长三角铁路网布局持续完善，对促进沿线资源和产业开发、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记者 周 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