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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冲刺“全年红”

通讯员 陆志鹏 记者 李华

本报讯 位于南浔经济开发区的
浙江东通光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内，工作人员近日正在检验即将发
往亚洲市场的5G光缆产品，冲刺全
年产值新目标。今年，东通光网获
评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企业，
正努力建设国内一流水平的光缆制
造智能化工厂。

“我们从成立之初就定位为行业
级智能化、数字化工厂标杆。”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工业物联网的
建立，公司以数字化技术及信息化管
理提升为核心，实现包括智能化生产
控制中心、智能化生产执行过程管
控、智能化仓储/运输物流、智能化设
备及生产线集群、信息安全管控等环
节的智能工厂项目成功落地。

随着国际国内人工智能迅速发
展，将人工智能运用到生产成为很
多企业减少成本、提高效率的新途
径。今年以来，南浔区引导创新要
素向企业聚集，助推新技术攻关，
加快新产品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率
稳步攀升，自主科技成果快速增
长，为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有力
科技支撑。数据显示，全区新认定

的省级科技型企业达198家，累计达
725家，新增数创历史新高、较去年
增长65%。

科技型企业培育离不开政策支
持。南浔区积极开展以培育一批科
技企业、认定一批研发机构、实施
一批科技项目为主题的百日攻坚专
项行动，进一步完善科技型中小企
业和“高技术、高成长”企业梯次
培育机制，落实对首次认定、重新
认定的企业分别奖励30万元、5万
元政策，目前新申报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33家。

智能电梯和绿色家居两大省级
创新服务综合体取得实质性进展，

“创新评动力”应用场景作为9个应

用场景之一在全省数字经济系统门
户网站上线，推动全市首张“飞地
创新券”上线运行……一个个综合
服务平台运行，一项项科技新政落
地，全区科技创新有了强力支撑。

针对企业引才用才的困难与需
求，南浔区一方面完善和健全人才
科技新政，充分发挥政策的激励导向
作用，强化科技、人才、产业、金融、财
政等各项政策协同，另一方面，深入
实施产学研合作，引导并支持本地企
业与知名高校院所开展科技交流与
合作，并组织开展校企直通车活
动，征集技术难题42项，“揭榜挂
帅”卡脖子难题12个，新增产学研
合同及成果产业化项目50多项。

“科技芯”激活发展新动能
今年以来南浔新增省级科技型企业198家

（全文详见A03版）

记者 陆晓芬

时间：12月9日上午
地点：南浔区旧馆街道星光高品质

数字粮油示范基地

清晨未散的薄雾氤氲农田，上
午9时，走进南浔区旧馆街道星光高
品质数字粮油示范基地，发现灌溉
系统正少量间歇浇灌着良田，田间
地头隐约可见传感器，却只见一人
拿着手机正在巡田。“你瞧瞧，这是

我承包600亩农田的‘健康报告’，各
项指标参数实时动态更新，哪里出了毛
病，我能第一时间‘对症下药’。”看到
我，他炫耀着自己的“法宝”。

他叫田水芳，今年48岁，30岁
开始种田，就像他的姓氏，一辈子
与田结下情缘，自称老田。

“全凭经验，靠天吃饭”种了十
来年田，去年，老田开始用“数
据”种田。“摄像头清晰记录着农作
物长势，屏幕上，农作物生长数据
清楚显示。农忙时，无人机喷洒农
肥药、无人驾驶农机翻垦农田，种
田不再‘经验高门槛高’，省心省力
多了。”他如数家珍。

这时，星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杏初大步赶来，“老田轻松
管田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数

字大田’智能管理平台，物联网、
5G通信、北斗导航等多样化科技应
用在农田里‘大展拳脚’。”不仅如
此，张杏初比喻，规划总面积万亩
的星光高品质数字粮油示范基地就
像一个“农业创新综合体”，统一完

善道路、排灌渠道、电力、绿化等
基本设施，整合耕地、农机等要素，再
分包流转给种粮大户，并提供“耕、
种、管、收、储、碾、销”一条龙服务，像
老田一样的种粮大户“拎包”即可
种田。

▲ ▲

（下转A02版）

老田有了新种法
记者 王一堡

本报讯 随着《织里镇义皋
村—伍浦村村庄规划》《妙西镇
妙山村村庄规划》 通过了评
审，日前，我市10个浙江省首批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
制试点的规划全部完成评审。

据悉，“多规合一”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是指将主体功能区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
划等空间规划融合在一起，形
成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解决
现有各类规划自成体系、内容
冲突、缺乏衔接等问题，实现
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多规合
一”实用性村庄规划作为法定
规划，是国土空间体系中乡村
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表达农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蓝图，也是
依法完善乡村空间治理、核发
乡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进行
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介
绍，我市10个试点村庄在规划
编制时详细调查村庄社会经
济、自然资源、历史文化、土
地权属、产业发展、配套设
施，并开展村民意愿问卷调
查，充分了解情况，坚持以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
导，重整、重塑和重构基于提
升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接下来，我市将进一步完
善村庄规划编制，使之更加符
合村庄实际，有效推动实施，
助力乡村振兴。

十个全省首批“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通过评审

记者 陈虹 王一堡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
布了全国第六批率先基本实现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
范县（市、区）名单，我市长
兴县入选，全市唯一。

粮食生产是长兴农业的优
势产业，常年粮食播种面积在
45.3万亩，总产稳定在19万吨
左右。全县水稻种植面积26万
亩，机耕率 100%，机栽率
69.74%，机收率 100%，水稻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90.9%。目
前，现有植保机械中除机动背

负式植保机械外，长兴还拥有
465台高效植保机械，高效植保
机械化能力为100%。谷物产地
烘干机械化能力为83.33%，全县
秸秆处理机械化水平为89.18%。

该县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健全，拥有农机化服务组
织32个，分布在各个乡镇，为
周边农户提供耕地、种植、植
保、收获、烘干等服务，社会
化服务面积占全县作业总面积
的85%左右；农机社会化服务
组织建成的烘干中心20个， 年
烘干服务能力90380吨，占全
县总烘干能力的76. 3%。

长兴入选全国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记者 徐 虹

去年，我市以地级市中排名全
国第一的优异成绩，成功获得全国
文明城市“二连冠”；德清县、安吉
县入选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其中
德清在县级城市中排名全国第一；
长兴县顺利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复
评。至此，我市在全国率先、全省
首个实现了全国文明城市市县“满
堂红”。

今年初，全市上下在新的起点
上，以打造全域文明、全体文明、
全面文明的典范之城为抓手，巩固
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并制
定出台了《湖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这是指引今后一个时期文明
城市建设的新目标，召唤着湖州开
始新的扬帆远航，激励着湖州在新
的征程中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全面联动 建立长效机制

文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只有逗号，没有句号。如何扎

实推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打造工
作，我市做到先规划、再建设，想
明白、干到底。

今 年 初 ， 我 市 制 定 下 发 了
《2021-2023年度湖州市打造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工作督查考核办法》。持
续开展市领导调研暗访文明城市工
作，其中，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采
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深入部分
居民小区、背街小巷、临河区域等
地暗访检查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对标“国测”“省测”体系，更新了
2021年测评任务内容，先后召开了
实地和网上申报培训会，以及市直
部门、重点单位、乡镇街道、窗口
行业等推进会。

我市成立文明城市工作专班
组，抽调18名精干力量组成4个督
查组、1个综合组、1个网上申报
组，认真开展“日巡查、季测评、
年考核”。市创建办围绕“餐饮浪
费”“商圈周边”“小区楼道”“建筑
工地”“水河道”等开展12次专项督
查，累计出动巡查2000余人次，对

45类1.3万余个点位进行全方位巡查
督查，组织下发64份交办单，41期
创建简报，实地交办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问题700余个，形成了创建
办专项督查、部门协同督查、市区
联动的全方位综合督查格局。统筹
推进市县联创共建，指导德清县、
长兴县、安吉县积极做好全国文明
城市常态化创建各项工作。

深化治理 提升城市品质

今年以来，聚焦“四个城市”
和“六大典范”行动，成功打造百
个典范样本和千个示范点，高品质
打造“10分钟社区生活圈”“15分
钟办事圈”等，把“管理之手”从
城市“大动脉”深入到“毛细血
管”，强化城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努力实现城市治理更
加智慧化、管理更加精细化、服务
更加便捷化。

开展了“创意点亮文明”美丽
街巷建设，推出衣裳街、状元街、
田盛街、滨湖路等一批融文明创

建、历史文化、文明好习惯倡导的
“网红街巷”。围绕公益广告宣传、
主次干道秩序、社区小区管理、学
校周边环境、农贸市场环境等9大重
点领域，组织开展专项提升行动。
提升城管执法“数字赋能”精细化
管理水平，颁布实施了《湖州市物
业管理条例》，开展了中心城区物业
服务行业文明创建行动，全面提升
小区管理水平。

注重“整体塑形”“局部增绿”
“有机更新”，以文明创建为契机推
动城市品质持续提升，让湖州成为
人人为之向往的风光秀美之地、安
居乐业之地、追梦圆梦之地。

激活细胞 滋养文明风尚

在上下班高峰期的主要交通路
口，志愿者开展交通文明劝导服
务，引导市民文明出行；党员义工
走街串巷清除小广告，清扫遗留垃
圾……这些出现在人们身边的文明
现象，已成为一道道悦目的“风景
线”。

▲ ▲

（下转A02版）

涵养城市新气质 打造文明升级版
湖州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在路上

在德清县康乾街道千丰社区蜂
享小屋，快递员和外卖员日前正在
休息。寒冬来临前，该县聚焦快
递、出租车、环卫等户外行业所急
所需，建立“红色驿站·蜂享小
屋”新兴群体服务中心，设置党员
轮值区、报刊茶水区、红色书房、
24小时服务站等功能场所，为广大
户外劳动者提供更贴心便捷的服
务。 记者 王树成 摄

蜂享小屋
贴心服务

记者手记：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五谷丰
登，不仅仅来自风调雨顺的自然馈
赠，更离不开以农业科技为支撑的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过去种地
靠经验，现在种地看数据，告别看
天吃饭，这就是“金扁担”的力
量，这就是藏粮于技的力量。

可喜的是，“星光农业”模式不仅以
数字赋能农业，更围绕“人、地、钱”，深

入推进城乡二元体制和要素市场化改
革。在很大程度上，加快推动了科技进
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
农村，在农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
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

湖州未来农场这辆“共富班
车”将从种植业、渔业、畜牧业、
休闲农业领域“开出”，提高主体效
益、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
济。这趟车必将带上更多人驶向共
富未来，美丽乡村必将渐行渐近。

本报评论员

越是年末岁尾、任务繁重，越
是需要我们“十个指头弹钢琴”。

当前，一边是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坚决筑牢
防疫的铜墙铁壁，需要我们须臾不松劲；另一边
是临近年底，各项任务到了“冲刺决战、临门一
脚”的关键时刻，需要我们吹响冲锋号、擂响决
胜鼓。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唯有抓防控不顾此
失彼，抓发展不左支右绌，做到两手抓、两手
硬，才能奋力夺取“全年红”，实现各项工作圆
满收官、强势开局。

硬核“两手抓”、力夺“全年红”，需要科
学防控之智。抓防控也是为了抓发展。去年以
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良好态势，湖州
屡屡迸发强势发展的“大能量”，经济社会发展
的多项指标居于全省前列，这些成绩的取得无
不得益于湖州领跑全省的疫情管控力。可以
说，精准的防控既为老百姓赢得了舒心安全环
境，也为发展营造了良好营商环境。面对新一
轮疫情，我们不能有任何马虎大意、疏忽闪失、
喘息歇脚。唯有遵循规律，科学地防、科学地治、
科学地管，给疫情防控多一些思想认识的武装、
智慧举措的武装、高效机制的武装，我们的“护城
河”才能固若金汤，高质量赶超奔跑的“湖州列
车”才能心无旁骛，跑出新的“加速度”。

硬核“两手抓”、力夺“全年红”，需要统
筹兼顾之谋。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当下，疫情
防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统筹兼顾抓发展同样
不可偏废。疫情防控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概念、
健康概念，更是一个发展概念。疫情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会带来影响，同样，我们
也需要以发展的思路和办法精准智控疫情，以
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把疫情带
来的生产生活影响降到最低。防控与发展都是
一场不能输也输不起的战斗，任何一个顾此失
彼，都可能造成进退失据，甚至满盘皆输。要
看到，湖州“两手抓”既有着良好的疫情防控
基础，也有着势头迅猛的发展基础，今年以
来，多项主要经济指标领跑全省，十分亮眼。
统筹兼顾，要求我们守一域、也要谋全局，盯
一时、也要计长远。我们唯有思想不松、节奏
不乱、工作不断，把良好的态势保持好、巩固
好，防控才能越来越有底气，各项发展才能越
来越有活力，交上让人心潮澎湃的年终答卷。

硬核“两手抓”、力夺“全年红”，需要激情奋
斗之姿。眼下，各项冲刺收官正马不停蹄、快马加鞭，快推进长三
角（湖州）产业合作区建设、打造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协同办好
2022年杭州亚运会相关赛事等各项重点工作也争分夺秒、时不我
待。越到最后的关键时刻，越要绷紧思想之弦，越要保持冲刺的
沸腾状态，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
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和统筹性，敢于打破常规、采取非常之举，
在多重目标动态平衡中寻求最优解，全力冲刺今年收官，抓好明
年开局，为全省疫情防控和各项工作的圆满收官贡献湖州作为、
展现湖州担当，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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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北京延庆的国这是位于北京延庆的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家雪车雪橇中心。。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北京北京：：铸就铸就““双奥之城双奥之城””

■ 冬奥之诺
城市发展的新坐标

■ 冬奥之梦
奋勇开拓的奥运人

■ 冬奥之约
协同发展的新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