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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解放日报记者 刘 畅

近日，《国务院关于同意将江苏省
兴化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
公布，同意将兴化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 批复中提到，兴化市历史悠久、文
化厚重， 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
好，地域特色鲜明，文物和文化遗产资
源丰富， 非物质文化遗产缤纷多彩、活
态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兴化也自此成为江苏省第 14 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除此以外还有南
京市、苏州市、扬州市、徐州市、镇江市、
淮安市、无锡市、南通市、泰州市、常州
市、常熟市、宜兴市、高邮市。 江苏省的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不仅江苏， 长三角地区的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数量尤为丰富， 浙江省就
有杭州市、绍兴市、宁波市、衢州市、临
海市 、金华市 、嘉兴市 、湖州市 、温州

市、龙泉市 10 座城市 ，安徽省有亳州
市、歙县、寿县、安庆市、绩溪县、黟县、
桐城市 7 座城市，除此以外，上海也被
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在众多城市中， 兴化为何能够脱
颖而出？

如今不少人了解兴化， 或许是因
为兴化的大闸蟹。 据悉，全国每 8 只大
闸蟹中就有 1 只来自兴化。

但除了有螃蟹，兴化也是一座“宝
藏城市”。

兴化市古称昭阳，又名楚水，据考
证 ， 境内人类生存史可追溯到距今
6000 多年前， 建县始于公元 920 年，
1987 年撤县建市。

兴化有文物。 今年 9 月 13 日，国
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重要进展工作会， 通报了 3 项考古

最新进展， 其中之一就是江苏兴化草
堰港遗址。 该遗址位于兴化市千垛镇，
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 考古发
现房址 、灰坑 、灰沟 、水井等遗迹 200
余处。 目前已出土陶、骨、石、木、玉、蚌
等各类遗物 2800 余件，陶器中釜占主
导地位；骨器数量众多、打磨精美 ；木
器有钻木取火器、纺轮、浮漂等 ，其中
钻木取火器为目前国内所见最早。 还
有不少动植物遗存。 作为江淮东部地
区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草堰
港遗址文化面貌新颖、内涵丰富，具有
鲜明的地域特色， 填补了江淮地区新
石器时代考古空白。

不仅如此，兴化非遗极为丰富，拥
有形象生动的戴窑砖瓦雕刻工艺 、技
艺精湛的竹泓木船制造工艺、 古老智
慧的木杆秤制作技艺……

兴化对历史遗存、 传统建筑的保
护也很上心，目前，兴化市已累计认定
中国传统村落 1 个、 江苏省传统村落
23 个、江苏省传统建筑组群 9 个。 兴化
调研挖掘整理 ，建立 “国家—省 ”两级
传统村落储备库。 发布《关于在城乡建
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决定》，
探索“协商共建共治共享”村落保护模
式。 加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
农业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的融合 ，为
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兴化市积极响应国家非遗保护政
策，实施分级非遗保护制度，明确国家、
省、市、区等不同级别的非遗项目，并针
对不同级别的非遗项目实行不同的保
护措施和扶持力度，已认定非遗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 115 人，并让非遗走进现代
生活，比如进校园、进景区等。

� � 谋划合作共赢，长三角政企恳谈会早餐会
办到上海成为一种默契

相约上海，家乡机遇畅所欲言
解放日报记者 任俊锰

18 日下午，湖州周三亲清直通车·政
企恳谈会（以下简称“政企恳谈会”）在上
海举行， 这是政企恳谈会首次走出湖州。
据记者观察，湖州并非首个将政企之间的
座谈会开到上海的长三角城市：去年 7 月
1 日，芜湖第九十一场“畅聊早餐会”在上
海举办，会上时任芜湖市市长开门见山说
道：“早餐会不设主题和范围，请大家就自
身和城市发展畅所欲言。”

这几年，长三角一度掀起了政企之间
举办“早餐会”“恳谈会”的热潮，目的是着
眼为企服务， 搭建起政企沟通新平台、推
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尤其是边
吃边聊，谈话氛围轻松的早餐会，在多个
长三角城市接连举办，端上来的是地方特
色美食，对话的座上宾是企业家，早餐会
成了解决企业所遇问题的新平台，这让政
府领导与企业家亲近了不少。虽容易被诟
病为作秀，但在当时作为常态化服务企业
的有效补充手段， 早餐会的作用不可小
觑。

正如一位长三角地方主官所言，“恳
谈会做虚了是形式主义， 做实了是生产
力，做久了是竞争力”。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初， 湖州全市已联动召开政企恳谈会
108 期、858 场，参会企业家 6427 位，收集
交办问题 8124 个；自 2021 年首次举办以
来，12 月 14 日， 芜湖举办了第 124 场畅
聊早餐会，此前，基于早餐会反映的问题，
芜湖创新推出 1%工作法， 帮助企业在原
基础上再提高 1%的利润 ，2021 年以来 ，
芜湖全市规模工业营收利润率由安徽全
省第 11 位上升至目前的第 3 位。

把政企座谈会办到上海，成了一种默
契。正如民国时期著名京剧理论家齐如山
所说：“到上海唱红了，才算真红。”不光是
京剧，改革开放后，一度苏州产的骆驼牌
电扇，被放进了上海第一百货，引来不少
上海市民争相购买，“小骆驼闯进大上海”

一时间传为佳话。在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大
背景下，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这个“龙
头”不只是做“带头大哥”，更要贡献长板，
提供舞台。若是放眼国际，上海是世界观
察中国的 “窗口”，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风向标”。

从两地在沪办会的安排可以发现，在
沪乡贤、 在沪客商是必不可少的参会者。
一方面，为让在外地发展的乡贤了解家乡
的变化，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同时邀请
大家“常回家看看”，如此就创造了考察、
投资、兴业的机遇；另一方面，在沪办会无
疑可以推介当地，扩大当地的企业家“朋
友圈”，为后续谋划合作共赢打下基础。正
如一位湖州干部所说，“湖州在上海打出
政企恳谈会‘走出去’的开门红，其不仅是
解决问题的恳谈会，更是推介会、招商会、
取经会”。据透露，明年湖州的政企恳谈会
将进一步“走出去”，前往北京、深圳、杭州
等地。

两座城市选择在上海举办这样的会
议，同样看中了上海是全球观察中国营商
环境的“窗口”。近年来，在世界银行的全
球营商环境排名中 ，中国已从 2018 年的
第 78 位， 上升至 2020 年的第 31 位 。其
背后重要的 “变量 ”是 ，2017 年 12 月 ，上
海市委、 市政府高规格召开上海市优化
营商环境推进大会，并出台《上海市着力
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行动方案》，被称为方案的“1.0 版”，
到了 2024 年，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
案已更新至 7.0 版 。在 2023 年 ，世行发
布新的营商环境评估指标方法论手册 ，
上海成为代表中国参与世行评估的唯一
样本城市。

正如以前京剧“四大名旦”在上海唱
红， 为一众票友带来非凡的视听享受；也
正如小骆驼等产品抢滩上海滩，为市民带
来物美价廉的产品。 在长三角各扬所长、
贡献各自长板的当下，于上海而言，长三
角城市到沪举办政企间的早餐会、 恳谈
会，何尝不是一次“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
海”的新尝试？

闵行又有 3个街镇上榜“上海市园林街镇”

近日， 记者从闵行区绿化市容局获
悉，闵行区新虹街道、莘庄镇、浦江镇成功
创建“上海市园林街镇”。加上此前已获得
过“上海市园林街镇”称号的古美路街道、
江川路街道、浦锦街道和吴泾镇，目前闵
行区已有 7 个“上海市园林街镇”。

莘庄镇，生态、生活、生产
“三生”融合

莘庄镇全域创建上海市园林街镇，辖
区面积 19.13 平方公里，辖区内常住人口
301030 人，绿化覆盖率 35.08%，绿化总量
572.8300 公顷 ， 林地总面积 444.503 公
顷，森林覆盖率 21.17%，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 100%。

以文化复兴、老城焕新、生态更新、共
管创新为抓手，莘庄镇将生态、生活、生产
“三生理念”与园林街镇创建、公园城市建
设理念紧密结合，全力推动公园形态和城
市空间的有机融合，努力提升居民在城市
副中心居住、生活、工作的“莘”福感。

莘庄特色文化突出，莘庄公园的梅花
享誉长三角乃至全国，莘庄梅园是外环绿
带上的重要节点。而水清路、疏影路、绿梅
新村这样的地名无不透露出梅花对莘庄
文化内涵的深远影响。

截至目前，莘庄镇已基本形成以骨干
水系及周边绿化为骨架，林、绿、湖、园共
同构成的整体区域生态格局，实现了全镇
所有居住小区、商区和单位均镶嵌在水系
生态廊道和绿道网络围合而成的生态空
间中。

浦江镇， 贯通里程最长的
绿道网络体系

浦江镇位于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的
第一道优美弧线的怀抱之中，是浦西浦东
两大发展板块的交会之地，辖区面积 78.55
平方公里，下辖 76 个村居。

全镇绿地总面积 2050 公顷， 林地面
积 1639 公顷，全域绿化覆盖率 28.84%，森
林覆盖率 19.04%。 其中创建区东至汇驰
路，南到联跃路（先新路），西接浦锦南路
（三鲁公路），北临沈杜公路，面积 910 公
顷，绿化面积 7.8 公顷，绿化覆盖率 49.9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34 平方米。

围绕“蓝绿共绘，诗画新浦江”的园林
街镇创建目标，浦江镇持续完善公园城市
布局。浦江镇拥有闵行区贯通里程最长的
绿道网络体系、完整的“郊野公园—城市
公园—社区公 园 —口 袋 公 园 —乡 村 公
园—庭院绿地”城乡公园体系、全市数量
最多的社区园艺师、闵行区面积最大的连
片乡村振兴示范区和田园风光片区；还打
通了绿化建设“最后一公里”、确定萱草和
朴树为镇花和镇树，打造了“一路繁花”的
浦江镇景观。

新虹街道 ， 得天独厚的
“水”和“绿”资源

新虹街道作为上海的西大门，是境内
外市民游客到达上海的第一站，也是展示
上海形象的重要窗口。

近年来，借力国家战略发展，新虹街
道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对标一流城市环
境标准，秉持进博会“新时代，共享未来”
主旨，把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进博要求”变
成了 “新虹标准”“新虹样本”， 积极打造
“平安舒适、智慧人文、绿色低碳、商居融
合”四位一体的国际化高品质社区，结合
现有绿带、水带的蓝绿体系继续推进新虹
环境建设，打造高颜值进博会主战场。

新虹街道共有河道 20 条，总长度 23.36
公里，水域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其他河湖
及小微水体水域面积约 17.13 万平方米。

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和“绿”资源，新
虹街道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多彩的
娱乐活动吸引更多居民走出家门，感受新
虹街道河流清澈，碧波荡漾的秀美滨水景
观。辖区平均水质为Ⅲ类（良好），好水占
比 100%。

(据 12 月 22 日今日闵行官方微信)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发者联盟扩容至 76家
新华日报记者 王建朋 姚政宇

冬日暖阳下，东太湖畔缤纷多彩，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
开发者们济济一堂、热烈研讨。

12 月 20 日至 21 日， 高水平建设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工
作推进会和 2024 年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暨全链
接大会在苏州吴江召开。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六周年， 也是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五周年。5 年
来， 这方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路径的
重要“试验田”，坚持制度创新和项目
建设“双轮驱动 ”，从过去省际交界的
薄弱区嬗变为长三角高质量、 一体化
发展最鲜活的展示区。

跨行业“破圈”
2020 年 8 月，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跨界”引入全新机制———打破传统
开发区“建一个管委会，成立一个开发
公司，再招商引资”模式，成立开发者
联盟，通过“入盟”，让企业、高校、研究
院等不同性质单位来到同一平台 ，共
同开发示范区。 “开发者”这个互联网
行业的概念， 也由此成为一个观察示
范区发展的新视角。

如今， 这一带有浓烈探索意味的
开发模式成效几何？ 新开发者不断入
局，并投出信任票，无疑是有说服力的
回答———经 5 次扩容， 联盟成员数量
从创始的 12 家增至 76 家。

中国电建 、中国铁塔 、交通银行 、
百度、海康威视……本次大会期间，开
发者联盟又迎来 14 个“新面孔”，个个

都是行业翘楚，包括央企 3 家、知名企
业 5 家、高校 2 家、金融机构 1 家、外
企 1 家、媒体和其他机构 2 家。 记者梳
理发现， 联盟全部成员涵盖内外资企
业、金融机构、专业机构、高校和媒体
等不同类型，业态更是覆盖生态环保、
绿色基建、数字经济等领域。 将业界知
名企业机构共同聚集在开发者联盟这
个平台上，是一种跨行业的“破圈”尝
试。

“水乡客厅近零碳规划、沪苏湖铁
路和上海轨交 17 号线西延伸工程、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长三角枢纽节点吴
江算力调度中心项目……自开发者联
盟成立以来， 成员们依托各自资源禀
赋进行创新性探索，取得阶段性成果。”
开发者联盟轮值执行长单位、中国三峡
集团三峡投资公司总经理周江介绍，目
前，联盟成员在示范区参与的投资类项
目规模达 1087 亿元、 建设类项目规模
达 1029 亿元、 咨询服务类项目规模达
14 亿元，形成覆盖广泛、创新突破、优
势互补、集聚效应持续的产业生态。“我
们将持续聚焦示范区所需，进一步提升
开发者联盟的活跃度、贡献度。 ”

跨地域“向新”
前不久， 带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域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鲜明印记的长三角枢纽 “1+4”
算力平台启动互联互通。 “这意味着，
跨省域高新区将成为长三角地区智能
算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示范
区理事会秘书长、执委会主任顾军说。

跨省域高新区涵盖青浦、吴江、嘉
善 3 个园区，规划面积约 19.54 平方公
里，推动构建“一芯引领、两廊带动、三
片协同、多点支撑”的战略空间布局和
产业发展格局， 着力将西岑科创中心

打造成为具备强大辐射带动能力的高
新区创新策源之“芯”，建设 G50 数智
创新走廊、蓝色珠链生态价值绿廊，布
局东部转移转化、西部高端制造、南部
科创·服务三大功能片区，加快建设朱
家角工业园、练塘工业园、汾湖创新经
济产业园、汾湖科技创业园、祥符荡创
新中心等产业园区和创新载体， 重点
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绿色
新材料三大优势产业。

开发者大会上，顾军用“实力高新
区、智力高新区、活力高新区、魅力高
新 区 ” 这 4 个 关 键 词 进 行 重 点 推
介———

跨省域高新区产业基础良好 、发
展势头强劲， 已集聚英诺赛科等一批
新兴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 ， 预计到
2030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
绿色新材料这三大主导产业将分别形
成超过 1000 亿元、800 亿元、500 亿元
的规模产业集群；创新资源集聚、创新
活力强劲， 已集聚国家级和省级研发
机构 126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278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 665 家， 预计到 2030
年， 将集聚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 300
家。 此外，随着沪苏湖、通苏嘉甬等铁
路建设， 跨省域高新区通达两省市更
加便捷，未来将加快汇聚各类要素，做
好文化创意产业大文章， 让这片热土
成为经营主体近悦远来的首选地和宜
居、宜业、宜游的先行区。

跨边界“首创”
冬至日， 横跨青吴嘉的方厅水院

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施工。 这座标志性
功能场所，正从模型“等比例”放大成
触手可及的真实场景。 “水乡客厅方厅
水院预计明年投入使用。 ”顾军介绍。
届时，人们在这里可实现“一天逛遍沪

苏浙皖”。
时间的指针即将指向 2025 年，对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而言， 进入揭牌
建设第六年，改革也进入深水区。

首例、首次、首个……在跨边界一
体化进程中，敢于首创、善于首创，是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一次次实现“从 0
到 1”突破的密码。

———2019 年 7 月启动，《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 (2021—2035 年 )》2023 年 2 月
获国务院批准， 这是全国首个跨省域
共同编制报国务院审批的法定国土空
间规划。

———2021 年出台首个跨省域人才
发展“十四五”规划，推出职称联合评
审、 专业人才资格和继续教育学时互
认等政策，破除人才流动的瓶颈障碍。

———2024 年 5 月 1 日起， 沪苏浙
同步制定的 《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 》正
式施行， 这是立法法修改明确区域协
同立法制度后， 国内首个综合性跨省
域创制性立法。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努力实现从
“跨界”到“无界”的变迁，改革气象日
日新。

此次大会期间，6 位来自不同领域
的学者、科学家、企业创新人才被聘为
开发者联盟专家顾问。 “这是一种荣
誉，更是一种责任。 ”同济大学长三角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伍江难掩激动
之情。 “这一次，由我们同济大学跨学
科团队编制的水乡客厅近零碳规划也
获得开发者联盟 2024 年十大优秀案
例。 这份规划是全国‘双碳’领域首个
跨省域重点功能片区实施性专项规
划。 而在后续落地的各个环节，还有很
多个‘首创’等着我们去探索。 ”

安徽黄山：墨韵徽州 一锭千年
落纸如漆，万古存真。
徽墨因产于皖南古徽州府而得名，至

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 2006 年，徽墨制
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黄山市屯溪胡开文墨厂为徽墨制作
技艺的主要传承工厂，是国内三大制墨厂
之一。 2006 年，屯溪胡开文墨厂获国家首
批“中华老字号”企业称号，是安徽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徽墨是以松烟、桐油烟、漆烟、胶为主
要原料，配以麝香、冰片、金箔、珍珠粉等
10 余种名贵材料制作而成。它的制作工艺
复杂，原料需经历炼烟、入模、制墨、晾墨、
修墨、 打磨、 描金等 10 余道工序才能成
型。 通过传统手工技艺制作出的徽墨，具
有“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研无声”的特
点，是历代文人墨客的心爱之物。

如今，在皖南地区，徽墨手艺人依然
坚守着古法点烟、和料成型、晾干修整等
传统制墨工序。 他们相信，只有通过对传
统技艺的坚守和传承，才能让古老的徽州
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图为徽墨制作技
艺非遗传承人吴靖用古法点烟的方式收
取烟炱制墨。 新华网 发 施亚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