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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见见

记者 廖 莹

“施工过程中，我们发现结构上
与设计图纸存在少许误差，为保证
项目顺利推进，今天召集大家坐下
来，商量一下对策。”3月23日，德
清县禹越镇三林村鹭林驿项目相关
人员聚在一起，商讨解决项目推进
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3月14日，总投资2.5亿元的禹
越镇“全域联创”乡村振兴精品示
范区建设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主
要通过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带动全域

乡村旅游产业，建设范围包括木桥
头村、高桥村、三林村、天皇殿
村、夏东村等。

作为全域项目之一，三林村
“万鸟园”喜迎新变化，将建设鹭林
驿作为鹭鸟科普馆，并改造提升原
有基础设施、自然环境，打造一个
生态美、功能齐的鸟类湿地生境。

180天！鹭林驿项目开工即定下
了工期。“工期内多雨水天气，我们
结合以往经验，一早就排定工期计
划表，按步推进，并随时协调改
进。”“全域联创”乡村振兴精品示
范区建设项目负责人沈群德告诉记
者，为确保推进畅通无阻，项目还
设立了周例会制度。

虽然连着几天阴雨天气，但项
目依然有条不紊全速推进。“前面
几天已经打下松木桩，开挖了池
塘。这几天下雨，我们就做好施
工以外的工作，将所有阻点难点
一一打通关窍，等天一晴马上就
能动起来。”三林村项目驻点负责
人沈建冬说。

项目业主、设计、监理、审
计、施工五方，坐在一起梳理问题
解决问题；项目微信群里，24小时
汇报项目进度，推动落实工期……
一个个环节有效运行，项目推进红
红火火。

“数字乡村客厅、亲水栈道、停
车场还有周边民居立面改造等提升

工程已经提上日程。”三林村党委副
书记姚芳连是项目监督员，下周一
系列已有基础设施改造也将进场施
工。“我的任务是每天跟进，与项目
负责人联系沟通，确保工程安全有
序推进。”

清波洲里白鹭飞，桃花流水凫
雁肥。几个月后，三林村白鹭、雁
鸭的栖息地将焕然一新，三林村乡
村旅游将迎来新“看点”。

为上万鹭鸟安新家，也为禹越
乡村振兴寻求新突破。“三林村项目
依托‘万鸟园’，打造以专类培训、
科普体验为特色的 3A 级景区核心
区，展现未来治理场景及未来智慧
场景。”沈群德介绍。

德清禹越以基础设施提升带动全域旅游，寻求乡村振兴新突破——

上万鹭鸟的“小区”更新记

连日来连日来，，湖城长岛公园郁金香竞相绽放湖城长岛公园郁金香竞相绽放，，市民踏青市民踏青
游玩游玩，，享受春色享受春色。。 记者记者 施莉娜施莉娜 摄摄

记者 廖 莹

“1，2，3，4，5……”3月 20
日上午，德清县莫干山镇中心学校大
课间，601班学生杨罗俊正与一帮同
学比拼跳绳，引得学生们纷纷加油
助威。

每天上午“大课间”30分钟，
下午“阳光体育课”30分钟，全校
师生一涌而出跑到操场上，开展花
样跳绳锻炼，学校里欢声笑语，一
派生机勃勃。这是学校最平凡也是
最热闹的一个场景。

2019 年，学校聚焦“绳韵”，
以“强健的体魄、阳光的心灵、良
好的习惯、扎实的素养”为育人目
标，提出“以绳健体、以绳增智、
以绳促德、以绳创美”的办学路
径。围绕“花样跳绳”这一核心，
将国家课程校本化，充分利用大课
间、阳光体育课，从“聘”“练”

“赛”三方面入手，打造莫干“绳韵”
少年。

通过聘任专业教练，开发训练
各种跳绳的花式动作，重点训练学
生跳绳的速度。成立学校花样跳绳
专业队伍即“新竹”少年跳绳队，
通过表演与参赛的形式，推动花
样跳绳的普及、提升花样跳绳的
水平。

“新竹”少年跳绳队开训第二
年，在全省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中，就斩获8人集体自编项目二等
奖，自此连续三届大赛榜上有名，
该项目已成为学校传统优势项目。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自己配乐、
自己编排动作，提高了创新力，也
培养了团结协作精神。”自四年级开
始就“出征”省赛的喻薇是学校跳
绳队的“老将”，她说，“跳绳，让
我们健康又快乐。”

专业队伍比赛成绩节节高，全
校师生跳绳也跳出了“花样”。如
今，通过师生共同学习研发，学校
花样跳绳开展的种类有个人花样、2
人1绳、车轮跳、交互绳、绳中绳、
集体跳长绳等6大类。全校体质健康
测试优良率大幅提升，人人都以强
健体魄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跳绳，让我们健康又快乐”

记者 王一堡

本报讯 3 月 24 日 至 25
日，首届“艺术乡建助推共同
富裕”研讨峰会在长兴县举
办，副市长阮叶萍出席。

本次峰会由“艺术乡建助
推共同富裕”主旨演讲、“艺术
乡建助推共同富裕及人的全面
发展”主题演讲、“艺术乡建案
例分享与剖析”等环节构成。
与会嘉宾从浙江先行先试的艺
术乡建实践出发，共话艺术乡
建为何、艺术乡建何为、艺术

乡建如何为等话题。10位来自
基层一线的艺术乡建工作者与
专家学者现场对话，讲述各地
的做法、经验与困惑，得到专
家学者的指导和建议。

为进一步推进艺术乡建工
作，打造艺术乡建省域典范，
会上聘请九位专家为首批浙江
艺术乡建顾问。

峰会期间，与会嘉宾实地考
察了长兴县李家巷镇石泉村，吴
兴区妙西镇谷堆乡创、老邓漫画
美术馆，安吉县上墅乡大麓书
院、中国美丽乡村音乐谷等地。

首届“艺术乡建助推共同
富裕”研讨峰会在湖召开

记者 张慧莲

本报讯 市政协“两山学
堂·金融论坛”围绕“资本市
场全面注册制下企业 IPO上市
及股权融资”主题，近日在
美欣达集团研究院开展专题
讲座。市政协副主席李全明
参加。

在现场，市金融办相关负
责人解读分析最新法规政策、
上市融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
步助力湖州企业对接资本市
场。市政协委员、界别群众、
企业家等80余人参加，大家纷
纷认为，市政协“两山学堂·
金融论坛”不仅能够了解到很

多透彻的政策制度，还是一个
让大家相互学习、交流互鉴的
平台。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市政
协“两山学堂·金融论坛”开
展的第四场入企服务，是市政
协经济委、市民营经济促进会
紧扣“改革热点献策，聚焦经
济领域建言”工作理念的一次
实际行动。

下一步，市政协“两山学
堂·金融论坛”将以金融“活
水”为企业精准“灌溉”，进一
步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助推资本市场的“湖州军团”
不断发展壮大，为建设“六个
新湖州”作出更大贡献。

市政协“两山学堂”入企授课

记者 忻 媛

本报讯 参观气象观测站、了
解气象科技、体验气象仪器……
昨天，市气象局、市科学技术协
会和市气象学会联合举办“天
气气候水 代代向未来”主题开
放日活动，让市民群众近距离
接触气象、体验气象。

我们每天看到的天气预报
是怎么来的？气象观测站、气
象台和气象影视中心这三处开
放区域一早就人流涌动。参观
者们听气象科普人员讲解百叶
箱、温湿度传感器等气象仪器
的原理和作用，就自己感兴趣
的问题与气象专家面对面，还
纷纷“客串”一回天气主播，
深度感受气象万千。

在活动开放现场，还设有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系统、便携
式自动气象站、气象应急指挥
车等气象现代化设备的展示，
并安排了工作人员为前来参观
的市民讲解。尤其是人工增雨
作业火箭车，让大家好奇不
已。“我们的工作是人工增雨，
不是人工降雨。目前是没有办
法凭空制造降雨的，并且人工
增雨要有能下雨的云，请示了
空域之后，才能在作业站点指
定方向进行作业，最后实现增
加降水的效果。”气象工作人员
耐心地为现场参观市民解答。

据了解，每年3月23日前
后，我市都会围绕“世界气象
日”主题，通过公众开放日等
系列活动，来向广大市民普及
气象科普知识，增强市民的气
象灾害防范意识。

市民近距离感受“气象万千”

记者 许 旭

本报讯 3月22日至24日，
河湖有声——河长制20周年融
媒体采风活动在长兴举行，来
自央媒、省媒和长三角县级融
媒体联盟成员来到湖州三区三
县各处实地采访，通过移动传
播、视频传播、互动传播、社
交传播等多种形式，进行集中
推介。

今年是河长制实施 20 周
年，又恰逢浙江省“八八战
略”实施20周年。如今，河长
制也在不断迭代升级，“河长的
职责从最初管河治河，到现在
成为生态环保理念的执行者、
传递者，我们正也将继续赋予
河长制更饱满的内涵。”长兴县
水利局河长制工作分管领导葛
荣说。

南太湖新区是湖州的主城
区，形象面貌是湖州的第一窗
口。环湖大堤（浙江段）后续
工程为防洪筑起安心坝、打造
风情节点，展现了滨湖特色的
景观。周边的金茂田园牧歌，
依托全新的环境面貌，给古老
建筑以全新的释义与面貌，“金
茂田园牧歌项目充分利用农业
及生态资源，发挥片区交通优
势，打造城乡共赢的最美城市
田园。”滨湖街道村级河长范云
锋介绍。

眼下，河长制的生动实践
正在湖州各区县上演。市、
区县协调联动，在全省率先
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进一
步健全完善工作规则，形成
了“党政统领、部门协同、
社会共治”的河湖长制工作新
格局。

河 长 制 20 周 年
融媒体采风活动举行

▲▲（上接第1版）

“今年全国两会持续关注节
能降碳，提出要‘推动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和‘稳步推进节
能降碳’。作为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的重要领域，建筑业的绿色
低碳转型，对于积极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市建

设局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
我市将基于建筑“碳效码”采
集的公共建筑碳效信息，加快
完善并持续迭代建筑碳效数字
化管理平台，拓展评价结果在
碳排放预算化管理、绿色金
融、绿电交易等场景应用，全
维度满足建筑业节能降碳需
求，助力全市建筑业绿色转型。

▲▲（上接第1版）

“美丽乡村重在美丽，和美乡村
更兼顾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
和谐。”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研
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李环说，湖州
在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
将以产村融合、组团建设的方式
创出特色。

按照湖州和美乡村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和”字体现在丰富乡村文
化内涵上，将实现历史文化 （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率达到100%；体
现在打造乡村善治样本，通过创新
丰富“余村经验”的内涵与外延，
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建成率达到
90%以上；体现在营造多元丰富场
景，建设“一老一小”场景 200
个，乡村智慧生活馆60个。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我市持续迭代升级美
丽乡村建设。从“村村优美、家家
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
1.0 版，升级为“一处美向一片
美、一时美向持久美、外在美向内
在美、环境美向发展美、形态美向
制度美”的2.0版，如今正迈向“百
村示范、千村共富、全域和美”的
3.0版。

富！9成村年入80万
《意见》提出，深入实施第六轮

强村计划，全面推广“强村十法”、
“飞地”抱团、“片区组团”等有效
做法，推动年经营性收入80万元以
上行政村占比90%以上。记者了解
到，去年湖州这一比例为85%。

站在崭新的新能源装备小微园
厂房门口，长兴县画溪街道竹元村
党总支部书记徐东平感慨万千：“通
过村企共建，村里从曾经的一年1万
元到之后的一个月1万元，再到现在
的一天1万元。接下来要建设共富公
寓、标准厂房等项目，让村集体经
济再上一个台阶。”

从85%到90%，剩余的“硬骨
头”如何啃？《意见》提出了乡村经
营的新招，提炼总结乡村经营“十
大模式”，打造50个市级乡村经营示
范村，推动市级美丽乡村中开展乡
村经营的行政村占50%以上。

前期，市农业农村局对全市乡
村经营做了调研，在全市289个开展
乡村经营的行政村中，土地流转型
村92个、创新服务型村44个、新兴
业态型村 71个，已形成了浪漫山
川、自在报福、山水妙境、杏福八
都岕等区域品牌。

在安吉县孝丰镇白杨村金鸡岭
的山顶上，一个废弃石矿被打造成
火星营地。换上宇航服，就能体验登
陆火星的感觉。近年来，白杨村找到
独特发展之路——依托春风·白杨文
化品牌，引入民宿、营地等文旅项
目。2019年到2022年，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从30万元增长到366万元。

让村集体经济有更多“源头活
水”，《意见》 提出，实施新时代

“八业千亿”乡村产业提升行动，推
进乡村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特色研
学、露营基地等新业态。全年新引
进千万元以上乡村产业项目 150
个、完成投资50亿元。

创！3.5万人追梦田野
《意见》提出，乡村振兴“五类英

才”累计培育3.5万人，认定市级示范
性农创客团队20个，培育农创客团队
200个、双创带动的农创客1800名。
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
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

人才集聚，不只在量上，更在质
上。数据显示，我市乡村人才数量虽
然较大，但整体素质不高，9.4万农村
实用人才中，大专以上学历不到10%。

如何提升农村人才的“含金
量”？《意见》 提出，将持续推进

“千个团队、万名创客”工程，加快
农创客发展联合会、大学生创业
园、青创农场、星创天地等平台建
设，开展一村一创客团队培育。

翻土、种苗、围栅……近日，
安吉县梅溪镇马村村果然农场内，
2800余株桑果苗被陆续种下。农场
由村委会以土地入股、5名返乡大学
生以资金和技术入股共同创办。“过
去村民的理念比较传统，现在大学生
回村举办蚕桑节、开设直播间，把村
里带活起来了。”村委委员刘锋说。

本月初，全国人大代表、天能
控股集团董事长、长兴县煤山镇新
川村党委书记张天任提交全国两会
的《关于引导大学生入职高素质农
民队伍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引起
了网友热议——大学生回乡做农
民，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化与数字化
处处长韩明丽表示，随着数字化技
术、智能化机械的普及应用，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变革重塑的步伐正
在加快。如今，“回乡做农业”不再
是个体力活，更需要高科技与新理
念的支撑。湖州正大力开展“乡村
振兴新青年”行动，创新推行“全
球乡村合伙人”“数字游民公社”等
模式，打造乡村创业首选地。

碳效管理让建筑“绿色呼吸”

“鱼米之乡”何以立潮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