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徐 震

40年，可以是沧海一粟，也可
以是沧桑巨变。

千年历史的湖州，走到撤地建
市后的第40个年头，浑身散发的是
正值壮年的活力——

这是走向世界的豪气。1991年
进出口总额 0.29 亿美元，2022 年
244.6亿美元，每四年“翻个番”。

这是强者竞跑的酣畅。1983年
公路里程1525.98公里，相当于湖州
到福州来回一趟；2022年底8222.1
公里，相当于湖州到北京来回3趟多。

这是自我变革的果敢。上世纪80
年代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21
世纪率先敲响“农地入市”第一槌、
在全国率先完成户籍制度改革……

历史的表盘上，总有一些重要
的节点汇聚起非凡的力量。四十不
惑的湖州，正向阳而生，迎风奔跑。

一
在市档案局，保留着一张上世

纪80年代湖州人乘着渡船出行的照
片，船夫划着桨，四名乘客扶住自
行车挤在一条渡船上。

市交通运输局退休干部沈志荣
回忆，撤地建市之初，很多乡镇到
市区还没有通公路，“出门靠坐船，

无船路不通”。以善琏到湖州为例，
乘船要4个小时，如果碰到大雨天，
掌舵人可能会休息，出行人只能无
功而返。

道路是城市的“血脉”，活力的源
泉。撤地建市后，湖州的首要任务是
打通“血脉”，让自己“伸展四肢”。

1995年11月，318国道改线通
车，由原先的两车道拓展为四车
道，告别了原来的“国道必堵”的
窘况；2000年12月，湖州第一条高
速——杭宁高速一期正式通车，湖
州结束了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

之后，申苏浙皖高速、申嘉湖
高速、杭长高速、杭州二绕西复
线、长宜高速等先后建成开通，一
张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不断拉近湖
州和全国各大城市的距离。

中铁十六局三公司项目部党工
委原书记张玉坤是1984年来湖州工
作的，在湖工作近40年，他和队友

“逢山凿路，遇水搭桥”，也见证了
湖州交通的发展。

“我们团队先后参与了项王悬浮
桥、创业大道长申线、德清通用机
场等30多项工程项目建设，通过交
通让湖州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张
玉坤说。

进入21世纪，湖州交通因高铁
翻开了新的一页：2013年，宁杭高铁

运行，湖州迈入“高铁时代”；2020
年，商合杭铁路运行，湖州到合肥只
用一个多小时；同年，沪苏湖铁路开
工建设，计划到2024年运行，届时湖
州到上海只需用40多分钟。

数据无声却有力。过去 10 年
来，湖州相继建成3条铁路、3条高
速，高速公路里程从289.1公里增加到
452.1公里，基本实现“镇镇通高速”，
加快形成长三角“90分钟交通圈”。

借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湖
州迸发出外向的活力。全市进出口
总额从 1991 年的 0.29 亿美元增至
2022年的244.6亿美元，年均增长
24.3%。其中，出口总额从1991年
0.28亿美元增至225.2亿美元，年均
增长24.1%。

二
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这是城

市与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
撤地建市，让湖州从“嘉湖一

家”变成了“单打独斗”，但也正是
这一年，湖州进入了一个更大的

“家庭”。
当年，《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

济区的初步设想》提出，湖州位列
江浙八市之一；1985年，国务院将
湖州列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
1992年浦东开发，湖州打造成为上

海工业“加工园”、农业“大菜
园”、旅游休闲“后花园”的“三
园”基地。

宽阔的长湖申航道被称为“中
国的小莱茵河”，每天从湖州西部来
的矿石、毛竹、水泥等原材料，源
源不断从这条航道运往上海和江
苏。运河与从湖州向四面八方辐射
的公路、南北铁路贯穿全城，形成
了连接上海、杭州、嘉兴、苏州、
无锡和安徽省的水陆交通网络。

城市间既有资源互补，也在不
经意间拉开距离。从地图上看，湖
州在杭沪宁之间，隔太湖与无锡、
苏州相望，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但是转化不成产业优势，就会
陷入“大树下面不长草”的困境。

21 世纪初，湖州开启了“对
表”模式。每个月，湖州都会对标
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成绩单”，包
括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电量、协
议外资等12项指标，与湖州经济增
速比较，及时发现问题，找准目标
奋力赶超。

当时的《浙江日报》这样报道：
“对表”，使湖州人进一步明确

接轨方向，抓住“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天堂中央，湖州风光”的区
位优势， ▲ ▲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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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洁涵

本报讯 第五届全国县域旅游
研究成果《全国县域旅游高质量发
展研究报告2023》近日出炉，公布

“2023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
强县”名单。我市安吉县、德清县
和长兴县全部进入全国前十强，其
中安吉县位居第一，长兴县第三，德
清县第七，三县均连续五年位居全
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前十，

安吉县更是连续5年位居榜首。
据了解，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研

究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推动
作用、旅游产业综合带动功能、
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旅游设施
与服务功能、旅游质量监督与市
场监管6个方面32个指标构建研
究体系，得分居前100位的即为
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2023 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
百强县”分布在 18 个省份，其

中浙江占 32 席，数量居全国第
一。此外，“2023年全国县域旅游
发展潜力百佳县”名单也同步公布。

近年来，湖州加快推进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和增速连续3年居
全省前2位，文旅项目年度投资额增
速连续5年居全省前3位，在全省率
先实现省级以上全域旅游示范区县
和景区村庄全覆盖，全市乡村旅游
经营总收入连续7年位列全省第一。

湖州三县连续五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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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 华

本报讯 从市金融办获悉，截至
6月末，全市银行机构贷款余额达到
10202亿元，银行贷款增速、金融业
增加值增速和信贷资产质量三项主
要金融指标均位居全省第一。

一个个新出炉的亮眼数据，折
射出我市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稳
固有力、量质齐升。今年以来，全
市金融系统充分发挥金融“源头活
水”作用，以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一号改革工程”为主线，深入实施
融资畅通工程升级版，全力打造金

融生态最优市。
在德清县乾元镇幸福村，共富

数字渔仓项目奠基。该项目采用
“政府基建投资+合作社养殖投资+企
业托管服务”的模式，提供产供销
一体化服务与订单化养殖服务，打
造“未来渔仓”的湖州样板。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全国首个单体最大的
共富数字渔仓。作为农业重大项目，
项目推进离不开金融支持。此前，德
清县农业高新发展有限公司与银行签
约，授信2亿元推进项目建设。

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市银
行机构支持“2+8”平台规上企业贷

款余额1141亿元，比年初新增118
亿元，累计为125个亿元以上项目提
供融资支持；为全市335个重大项目
提供163亿元贷款支持。

我市持续开展“银企命运共同
体”专项行动，推动金融供给增量扩
面，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加
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融资供给
量质齐升。截至6月末，银行贷款增
速连续19个月保持全省第一，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和涉
农贷款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51.5%、
26.9%和25%，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定期走访企业、量身定制融资
方案、优化融资程序……为了让金
融“活水”精准润泽企业，全市金
融系统做深做实“行业+金融”“百
行进万企”等服务机制。今年以
来，累计走访企业3.7万余家次，解
决融资等问题9300余个，涉及金额

超1000亿元。
在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力

度的同时，我市加快金融产业发
展，出台《金融业招商行动方案》，
打造金融集聚发展高地，加大南太
湖绿色金融中心金融产业招引力
度。目前，已有37家市内外金融机
构、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生态企业
明确入驻或意向入驻。其中，湖州
银行等10家已正式签约入驻，工商
银行等27家明确入驻。

“我们将以打造金融生态最优市
为主线，力争全年新增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150亿元，重大项目贷款300亿
元。”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半
年，全市金融系统将进一步加大对

“2+8”平台、八大新兴产业链、“十
百千万”重大项目等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有效提升各类
市场主体的融资获得感和满意度。

“源头活水”育壮金融生态最优市
截至6月末，三项主要金融指标均居全省第一

8月3日，南太湖CBD主地标主塔楼核心筒“空
中造楼机”施工至三十七层，向上突破150米。目前
南太湖CBD39个单体已结顶，东区、西区及次地标外
立面装饰施工全面展开。

记者 王迅 陆一平 摄

南太湖CBD
“身高”破150米

记者 邵丹红

本报讯 “童装
的知识产权怎么定
性？如何维护相关标
准？”近日，我市首场
营商环境体验活动走
进湖州市知识产权产
业园，体验官姚林顺
正在向工作人员询问
童装产业知识产权的
相关情况。

姚林顺是湖州谷
子麦子制衣有限公司
董事长、湖州市武汉
商会会长，今年7月，
他被聘任为首批营商
环境体验官之一。记
者 从 市 委 改 革 办 获
悉 ， 像 他 这 样 新

“官”上任的共有 10
人，将肩负起我市营
商环境体验、监督、
建议、宣传等职责。

“10名营商环境体
验 官 中 ， 有 企 业 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 员 、 商 会 协 会 代

表、专家学者、投资服务一线工作
人员、新闻媒体工作者，以及自愿
参与营商环境监督体验的社会热心
人士。”

▲ ▲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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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斌 陆晓芬

本报讯 拿起桌上的毛笔，对着屏幕细心讲
解手中毛笔的款式及特点，时不时将笔凑到手
机前方便观众查看细节……8月4日，在南浔区
善琏镇湖笔直播“共富工坊”，湖州真鹿湖笔有
限公司总经理姚玉粼和两位外国友人正在直
播。“我们做了半年多，现在几个平台粉丝加起
来有1万人左右，平均每场直播有3万元的销售
额，最高一次有8万元。”姚玉粼透露，去年企
业湖笔销售额在400万元左右，直播销售额占
了50%。

近年来，善琏镇推进湖笔小镇电商直播
“共富工坊”集群建设，辐射带动200多家湖笔
企业开展电商业务，建成11家“共富工坊”，工
坊建成后带动周边农户就业近千人。数据显
示，目前善琏镇以“共富工坊”为单位，组织
200多家笔厂和作坊在天猫、京东等平台联合开
设善琏湖笔旗舰店，每周轮流开展直播销售，
累积粉丝13万名，年销售额超亿元。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湖笔小镇电商直播
“共富工坊”用一种快节奏的直播形式，给了慢
生活的善琏制笔匠人一条新的增收途径。在距
离直播中心1.5公里之外的小镇湖笔街，今年36
岁的杨涵茗在湖笔街上经营着一家店铺。日
前，记者踏入店铺，一眼就能看到架设在工作
台前的直播灯。主播缓缓介绍着眼前的毛笔品
类，身后的工作人员趴在桌上静静地练着书
法，对面的客服则麻利地在电脑上沟通备注。
一年多来，在“共富工坊”助推下，商家已习
惯将文化传播与带货连在一起，通过直播渠
道，和观众聊聊湖笔背后的传统文化，将湖笔
销售出去。

“‘直播带货’这种新商业模式为传统行业
销售提供了新思路。”善琏镇相关负责人说，湖
笔小镇“共富工坊”配备了培训室、选品中
心、公共直播间等功能区，为重点就业人群、返乡创业青年、农民
等群体提供直播培训。不单于此，善琏镇还将湖笔技艺纳入人才补
助项目，积极开展导师帮带，组织非遗传承人、红色工匠开展“一
对一”帮带指导，吸引20余名“90后”加入制笔工艺传承。与中国
美院等高校开展校地合作，推动“共富工坊”成功挂牌电商类学生
实践实习基地，链接东方甄选等媒体人才资源，举办技能培训20余
次、超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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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熠烨

本报讯 八月的长田漾湿地
公园，绿茵苍翠，小河蜿蜒，
荷叶田田，原生态湿地之美让
人流连忘返。昨天，一场市人
大常委会机关“迎亚运 健步
走”活动便在此处开启。

上午7时许，随着开步走令
下达，机关干部们个个精神抖
擞，迈着轻快的步伐行进在绿
荫道上。而这，正是市人大常
委会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广泛发动机关干部、人大
代表和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一
次实际行动，并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动员更多群体加入健身
的行列。

今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紧
紧抓住杭州亚运会的契机，统筹
谋划、依法履职，广泛营造全民
健身浓厚氛围，为迎接杭州亚运
会召开贡献湖州人大力量。

“对于人大而言，依法行使
监督权是工作的重要内容。如
何才能通过行使监督权来助推
亚运氛围营造？我们积极开展

‘人大邀你来监督’活动，动员
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
参与 《浙江省全民健身条例》
执法检查。”市人大社会委主任
委员丁会强介绍道。

执法检查期间，共召开座
谈会18场，发放调查问卷933
份，通过走进代表联络站、走
访基层群众广泛收集意见900
余条，以助力法规落地实施的
方式，有效推动政府进一步完
善体育设施、开展体育活动、
提升服务水平。与此同时，全
市五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一
线，实地视察德清排球、三人
制篮球亚运会比赛场馆保障及
交通安全、食品卫生、城市运
行等情况，为亚运筹备保驾护
航。

▲ ▲

（下转A02版）

喜迎亚运会 人大来助力

记者 徐 虹

本报讯 记者从吴兴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了解到，近日，该
局与乌程大酒店等5家拥军企业
（商家）代表进行“惠军吴兴”
产品签约，签订《拥军优属合
作协议书》。

本次签约的企业 （门店）
涵盖住宿、餐饮、银行等领
域，签约企业（门店）将在各
自经营范围内为现役军人、退
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服
务保障和优惠政策，如到店全
饮品、菜品消费88折优惠，提

供专属卡种，专属贷款产品支
持退役军人及军属创业，享受
优惠利率等。

据了解，吴兴区广泛开展
社会化拥军活动，全区拥军商
家达350家，截至目前已推动
医院、文旅、餐饮、银行等100
余家单位入驻“老兵码”，累计
为军人提供“码”上优惠优待
2000余万元。在这些门店，现
役军人及其家属、退役军人及
其家属、优抚对象，持相关证
件可享受5至9折不等的优惠，
遇节假日还享有特定免单、折
上折、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

吴兴拥军商家达35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