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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龙湖集团首次进入湖
州房地产市场。此次，龙湖集团携
手竹胜园，为湖州带来了一部重量
级作品——“龙湖集团·景璘府”。

1993 年，龙湖集团创建于重
庆，发展至今已走向全国，履迹100
余座城市，荣膺《财富》世界500

强（数据来源：《财富》）、中国房
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10强（数据
来源：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等称
号，稳步前行，成为中国房企长跑
者，享有较高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同时，龙湖集团秉承“空间即服
务”理念，业务涵盖地产开发、商业运
营、租赁住房、智慧服务、房屋租售、
房屋装修六大主航道。其中，龙湖地

产累计开发项目1000余个，且成为
全国打造联排住宅较多的开发商；龙
湖商业以“天街”为主品牌，在手项目
超过110个，已开业购物中心54座
（截至2021年6月30日）；龙湖智慧
服务，业主满意度连续十二年超过
90%（数据来源：赛惟咨询）。这一
次，当龙湖集团与湖州相遇，不仅远
见湖州发展，还将为这座城市带来龙

湖集团式精致生活体验。
人们认识龙湖集团，往往是从作

品开始的，尤其是高端墅作。在北
京、上海、重庆、成都、杭州、长沙
等城市，龙湖集团留下了多座墅作经
典，沉淀了原著系、滟澜系、山海湖
系等多个墅作产品系列，开创联排

“八法二十四式”匠造技法。
在龙湖集团墅作产品序列中，

“原著系”颇负盛名，位于北京的龙
湖集团·颐和原著，更荣列“2011
年世界/中国10大超级豪宅”之一
（主办单位：世界经理人、中国房地
产联合会等联合发布）。这一次，龙
湖集团以“原著系”贵脉为源，打
造一部低密巨著，以真诚的细节打
动人心，以经久的建筑回馈土地。

2021年，龙湖集团有幸来到湖
州，以28年潜心修为，落子湖州东
部新城，匠造低密巨著。作为龙湖
集团在湖州的开篇巨制，将以怎样
的姿态创写一次全新的传奇？让我
们拭目以待！

龙湖：首进湖州，致献千年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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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史舒频 通讯员 周桂美

“再过几天，第一批吊瓜就成熟
了，辛苦付出有了回报！”日前，长
兴县煤山镇新源村党总支副书记罗
志强来到村里的吊瓜基地，望着棚
架上悬挂着的一个个“小灯笼”，脸
上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在过去的日子里，作为该吊瓜
基地的分管村干部，罗志强几乎每
天都要来到基地走一走、看一看。

“眼见一个个拳头大小的吊瓜由青变
红，心里很有成就感。”他说，这些
吊瓜不仅能增加村集体收入，也是
实现村民共同富裕的希望。

在新源村，流传着“一粒吊瓜
子能卖五分钱，一株吊瓜藤胜过一
头猪”的说法。该村有两块吊瓜种
植基地，共380多亩，种植的由煤
山镇政府两年前从绍兴农科院引进
培育的新品种吊瓜“越蒌3号”。这
种吊瓜叶色浓绿、叶肉厚，光合效
率高，挂果性强，也具有容易栽
培、抗逆性强、产量更高和子粒更
大等优点，一般每亩可结瓜100公
斤，按现行市场价每公斤 40元计
算，一亩收入可达4000元。

其中一块吊瓜基地由煤山镇农

合联与新源村共建，主要为该村低
收入农户提供就业机会。“负责给吊
瓜除草、修枝，按出工天数领工
资。”66岁的村民陈丽斌边整理瓜架
边告诉记者，丈夫患病多年，失去
劳动能力，在基地工作后不仅缓解
了经济压力，也能就近照顾家里。
通过基地帮扶，去年该村10余户低
收入农户平均增收超1.5万元。

为了让更多村民分享吊瓜种植
成果，新源村在另一块吊瓜基地实
行股份制经营，村民占51%股份，村
集体占49%股份。据新源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钟卫华介绍，村民出
资每股1万元可以成为基地股东，吊
瓜销售则采取“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有效降低农户投资风险。预

计今年每股收入可达1800元，村集
体大约增收20万元。

值得一提是，为帮助基地减少
种植成本，提高经济收入，毗邻基
地的县水利局合溪水库管理局主动
与新源村结对，为两个吊瓜基地选
购种苗、搭设棚架、修建道路、增
添水肥一体化设备。据估算，仅水
肥一体化设备投用，就使吊瓜基地
亩均产能提高20%以上，为基地增
收40万元左右。

钟卫华说，接下来还将引育吊
瓜新品种，积极探索种养新方法，
提高亩均产值。同时，探索采取更
加灵活的经营机制，吸引更多村民
加入吊瓜种植、深加工、销售产业
链中来，加快共富步伐。

长兴新源村有两块吊瓜基地，一块为低收入农户提供就业
机会，另一块实行股份制经营——

两块吊瓜地 一个“共富梦”

9月10日，南浔区和孚镇新荻村菱角基地，村民唱着菱歌划着菱桶，穿梭
在百亩菱塘中采摘菱角。近年来，该区利用生态水域种植菱角，产品畅销长三
角地区，“水上经济”助力村民增收。 通讯员 陆志鹏 摄秀水泱泱 菱歌悠悠

记者 陆晓芬 俞莹

本报讯 省交通强省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近日公布了浙江省交通强
国建设试点项目半年度“擂台赛”
结果，安吉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绿色交通发展试点项目
获评优秀，这也是全市唯一一个获
评优秀的试点项目。

据了解，绿色交通发展试点内
容包括大力推进车辆装备清洁能源
利用、全面推进船舶与港口污染防
治、全面推动综合功能服务站建设
三大方面。今年以来，安吉县围绕
共同富裕和交通强国战略，聚焦大
框架、大联通、大综合、大智治、

大生态建设，在“四好农村路”、绿
色运输、绿色装备、智慧出行等领
域，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9月10日上午8时，作为全省首
批乡镇快递集散中心之一的安吉县
山川乡快递集散中心，负责人郑叶
青正在给快递进行分类打包。“这袋
是船村的，这袋是九亩村的，这袋
是大里村的。”郑叶青一边麻利地装
着快递，一边向记者介绍，按村分
类好的快递包将跟着公交车发到各
个村，并放进各村24小时自助式快
递驿站，村民可自助取件。

安吉县县域面积广，以山地为
主，共有168个行政村，有不少偏远
的山区乡村。在“快递进村”中，

该县以降低运输成本、助力碳减排
为目标，创新探索“客货一体专
线”，通过在公交车上设置货物专
柜，利用城乡三级公交网络高效、
安全等优势，将快递投至村邮站。
目前，该县通过“交邮合作”“邮快
合作”等新型服务模式，提前半年
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

通过数字赋能，智慧交通也给
群众出行带来幸福感。“今年，我们整
合‘安吉智慧出行’平台，打造定制班
线、网约出租、充电和分时租赁等八
大模块，以及运游一体互联等X项
增值服务的‘8+X’运营模式，方便
群众绿色出行。”县交通运输局党委
委员、总工程师秦连群介绍。

安吉与杭州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往来频繁，但客运出行不方
便，一般要转四趟车，非常耗时又
耗能。为此，安吉在省内推出首条

“定制班线”（安吉至杭州），首批投
入 45 辆 7 座商务车，每日滚动发
班、统一票价，平均每天客运量约
200人次，运营近8个月来，已累计
运送乘客2万余人次。

此外，该县还在县域内完成公
交车辆纯电动、深化农村公路管理
养护体制改革试点、实现县域全域
高速差异化收费方式调整、数字物
流港项目启动建设等多项工作上取
得突破，群众在智治生态的交通网
络中享受到更多实惠。

一路畅行，增添“新绿”
安吉绿色交通发展试点项目获评省级优秀

记者 徐 震

本报讯 莫兰迪色系包装、水笔型毛笔……
日前，湖州王一品斋笔庄推出一款名为“慢生
活”的湖笔套装。“这款新品主要面向年轻人，
深受市场青睐。”王一品斋笔庄总经理许剑锋
说。据悉，湖笔制作技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王一品斋笔庄是一家有280年历史的中华
老字号，二者的结合让非遗迸发了新的活力。

“非遗的传承与创新，既需要守住传统，也
要不断接地气。”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与公共
服务处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市共有国家级非
遗11个，省级非遗50个，市级非遗304个，覆
盖民间文学、曲艺、传统技艺等10个方面。近
年来，我市非遗传承人不断开拓思路、创新产
品，用文创激活非遗，诞生了一大批年轻时尚
的非遗产品与作品。

作为一家拥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
百年老字号诸老大在中秋临近时推出了近10款
月饼产品，其中牛油果流心月饼以“智造中国
牛”为主题，包装色彩多样，潮味十足。“今年已
经是诸老大第三年推出创新产品了。”湖州诸老大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想把传
统文化做得生机勃勃，成为国人的伴手礼。”

除了产品更加时尚化，非遗传承人也更加
年轻化。日前，在市文化馆排练房，一群“00
后”“湖剧新苗”在进行练嗓、扇子功、把子功
等训练。经过连续3年的专业训练，他们如今初
具湖剧表演功底。今年6月，湖剧现代戏《国之
守锷》登台，他们的精彩演出得到观众的连连
掌声。2011年，湖剧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无论从学生培养还是展
现形式，都更显年轻化。

“目前，我们的制笔师傅也以‘80后’‘90后’
为主，平均年龄34岁。”许剑锋说，这几年，
湖笔技艺制作有了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他们不
仅耐得住寂寞，也为湖笔注入年轻的设计思
路。“非遗的传承最重要的是人，我们也将培养
更多的年轻技工。”他说。

“今年，我们除了建立非遗展示馆，加大非
遗教学，还将培育‘非遗+旅游’新业态，加快
非遗项目的创新性转化，推出一批年轻的非遗

‘城市礼物’。”市文化馆副馆长郁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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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一堡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国家
发改委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
《关于公布2020年国家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和全国农民用水合
作示范组织名单的通知》，我市
湖州吴兴尹家圩粮油植保农机专
业合作社、安吉振林苗木专业合
作社荣获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称号。目前，全市累计共有10
家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湖州吴兴尹家圩粮油植保
农机专业合作社自2009年成立
以来，先后获全国农机合作社
示范社、全国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等荣誉。合作社积极带动农
民群众共同富裕，利用先进的

机械装备为周边 522 户农户、
50 个种粮大户提供育秧、收
种、病虫综合防治等“保姆
式”社会化服务，常年农机服
务面积3万多亩，每年可为合作
社增收45万元，同时农户综合
种粮产出效益从亏损135元/亩
提高至盈利423元/亩。

安吉振林苗木专业合作社
有成员106人，股本资金52.76
万元，经营苗木面积 10223
亩。针对社员多、文化水平参
差不齐的现状，合作社坚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多次聘
请专家为社员讲解除草、施
肥、病虫害防治等知识，为合作
社苗木生产提供了很好的技术
保障。

湖州再添两家国家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记者李则名

本报讯 吴兴区环渚街道绿
城锦玉园项目经理赵军近日收
到了一份由环渚派出所发出的

“体检单”，上面罗列了工程主
管人员履职情况、安全生产制
度落实情况、建筑垃圾或渣土
运输情况等多项打分内容。“下
一步，我们将根据‘体检单’
上的不足之处进行迅速整改。”
赵军告诉记者。

作为全市重点打造的“城
北发展区”，环渚街道眼下有滨
湖高中、绿地酒店、湖州会展
中心等多个在建工程。为护航
工程建设，环渚派出所专门组
建“项目警官护航队”，强化对

项目工地安全隐患及隐蔽违法
犯罪行为的排查力度，针对性
开展在建项目“体检”行动，不
定时走访工程建设委托方、施
工方相关工作人员。

结合工程建设领域治安刑
事案件发案特点，今年以来，
该所已通过“体检”行动顺利
处理带有违法犯罪苗头性的突
发事件6起。考虑到建筑工地工
作人员流动性大，为进一步提高
管理水平，环渚派出所坚持靠前
谋划和主动服务，每月集中上门
为工地工作人员办理安置落户、
换发户口身份证等事项，高频次
开展法律基础知识和电信网络
诈骗宣传活动，提醒务工者及
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项目警官护航工程建设

环渚为建筑工地做“体检”

9月11日是第22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是“做学校、
社区的急救英雄”。昨天，“振兴阿祥杯”2021年市红十字应急救护
大赛举行，12支应急救援队通过个人赛和场景演练两个环节进行激
烈比拼。 记者 王炜丽 摄

练“救”本领 赛出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