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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倪 晶

连日来，在吴兴区道场乡的湖
州鲸尾户外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车间
内，工作人员正熟练地组装着一批
不到手掌大小的气泵。“我们在全力
赶订单产品，日均要生产7200台左
右。”企业生产经理谢述君介绍，气
泵生产企业不少，但传统产品往往
体积较大。该公司瞄准户外用品市
场，聚焦户外装备电动化、轻量化
的需求，打造“FLEXTAIL 鱼尾”

品牌，制造有别于传统大型设备的
小气泵。

如何“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半导体行业有个摩尔定律，根据该
定律，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2
年预计翻倍，性能大幅提升而成本
几乎不增加，我们把这一定律应用
在气泵上。”“FLEXTAIL鱼尾”品
牌研发总监葛仁语介绍，截至目
前，公司研发团队已设计出更利于
散热的轴流专利结构、开发出微电
机等，先后获得国内外260余项专
利，助力企业在户外轻量化电动气
泵细分赛道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该公司的气泵产品，从2018年
面世时的96克，持续更新至65克、

45克，其最新推出的一款气泵，机
身和一块士力架巧克力差不多大
小，重量仅 33克。“最新款气泵，
80秒可以充好一个小型户外轻量气
垫，满电状态下最多可以充25个。”
葛仁语介绍，通过外接气嘴，气泵
还能进行抽气，实现物品70%以上
的空气压缩，方便收纳。

产品极致轻量化的背后，是企
业深耕技术创新求突破。该公司每
款新品的研发周期在1年左右，需经
过前期的市场调研与开发难度评
估，再历经4至7个月的技术攻坚。

“我们始终坚持研发不能闭门造
车，把研发资源都投向用户痛点，
通过分析用户需求与评价，确定下

一步的努力方向。”葛仁语表示，这
些气泵产品主要用于给气垫、游泳
圈等户外用品充气，在此基础上结
合用户多元化户外场景需求，近些
年还推出了气泵＋照明、气泵＋驱
蚊、气泵+充电宝等创意新品，夺得
德国IF设计大奖与亚洲户外装备奖。

“去年我们生产了100多万台气
泵，今年预计还会有所增长。”公司
计划主管古永介绍，今年2月企业完
成了7万多台气泵的生产，3月预计
有15万台，4月将进一步增至18万
台左右。未来，除了气泵这一拳头
产品，企业还计划结合新能源汽车
的普及进行户外用品的新探索，扩
展更多产品矩阵，进一步打开市场。

湖州鲸尾户外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用新技术给产品“瘦身”，实现螺蛳壳里做道场——

“手掌”气泵，80秒充一个气垫

记者 王艳琦

本报讯 在南太湖新区星火天际外滩广
场，许多商户日前纷纷在自家玻璃橱窗上张
贴了宣传海报，在店门口放置了一些宣传小
珩架。“眼下正是我们招人的好时候，这样把
招聘广告贴在店外，对我们和求职者都很方
便！”这些由综合执法队员提前介入指导完成
的广告，正是我市优化营商环境与城市管理
的生动体现。

为创新服务小微主体，日前，南太湖新
区综合行政执法分局在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
指导下，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暨精准服务小
微个体户实施方案》，由各属地街道协同推
进，在仁皇山街道吾悦广场、星火天际外滩
广场等商圈先行先试，允许商户在自有区域
内开展14类规范化经营宣传活动，以柔性执
法为核心，聚焦小微商户经营宣传和广告设
置的实际需求，通过放宽限制、简化流程、
主动服务等举措，在规范市容秩序与释放商
业活力间找到平衡点。

按照《方案》，审批流程同步优化，推
出店招设置“五服务”机制。连锁品牌可结
合太湖山水、江南古镇元素定制特色店招，
凭相关证明材料可在 3个工作日内快速备
案，避免重复审核；新装修商户由执法中队
提供“管家式”服务，上门指导规范设计、
快捷办理备案手续，实现“一次不用跑”；
存量不规范店招分类处置方面，无安全隐患
的指导整改补办手续，违规的限期拆除；对
于新建商圈，该分局联合相关部门提前规划
广告位，推动“交付即开业”；商户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可自主设计店招色彩与风格，
释放创意活力。

贴心、创新的服务，正转化为商户的
“获得感”。在欧亚达家居广场，执法队员逐
户讲解新规：“在自有区域内设置临时宣传
物，只需确保设施安全、不影响通行并及时
维护。”从“被动整改”到“主动合规”的转
变背后，正是一套事前指导、事中监管、事
后跟踪的全流程服务机制，通过划定“可为
与不可为”的清晰边界，既满足企业宣传需
求，有守住城市管理底线。

南太湖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将以创建试点商圈街区为契机，推进“放管服”模式
优化升级，持续深化“预约服务”“上门代办”等举措，为小微主体
拓展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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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湖州师范学院、湖州
学院食堂轻食档口推出“减脂餐”，
备受师生追捧。眼下，湖城高校聚
焦学生健康，开展一系列活动，从
饮食到运动，帮助大学生养成健康
生活习惯。 记者 伊凡 摄

减脂餐
受热捧

记者在蹲点采访中，再次深切感受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真理价值。

一说起余村，这些年我们脑中会“条件
反射”出这样一个发展叙事：从“炮声一
响、黄金万两”的狂热，到“扔掉石头饭、
端起生态碗”的觉醒。记者通过此次深入蹲
点调研采访，则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一叙事背
后科学理念的意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簇簇绿意、一户
户民宿、一拨拨游客，更是打开未来发展的
一个个可能。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武装下，
余村正积极打破桎梏、求新求变。老矿坑变
成充满现代感与艺术感的“网红”露天美术
馆；水泥厂厂房摇身一变成为“零碳”图书
馆和共创空间……一个个新思路中，崛起了
一个个发展的“新大陆”。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
余村的绿色发展不再是“农家+餐饮+住
宿”的单一模式，还衍生出村咖、露营、康
养旅居、创意农业、夜经济等乡村新业态，
绿水青山迸发出强大“品牌力”。

今天湖州很多乡村已经在“保护”“建
设”中走向“运营”新阶段。谁来运营？怎
么运营？如何通过运营实现有机更新？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启发下，余村创新
求解、善于破局，向“入乡青年”“全球合
伙人”抛出橄榄枝，从一个“小山村”变成
联合周边乡镇共建的“大余村”，迈向全球

人才纷至沓来的“地球村”。
蝶变的余村是湖州绿色发展大场景中的

精彩一隅。拉长时间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在湖州诞生并不断拓展深化，正引
领湖州乃至全国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变化，让良好生态环境不仅成为经济社会
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也成了打造增量
的新增长点。绿色成为湖州最鲜明、最厚
重、最牢靠的底色。

绿色守护，湖州毫不手软。自 2015 年
以来，先后出台生态文明领域地方性法规十
余部，推动生态治理由“事”向“制”迭代
跃升。

绿色转化，湖州毫不懈怠。“民宿+旅
拍”“民宿+体育”“民宿+艺术”等新业
态，激活乡村“造血”功能；有形转变加无
形转化，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让竹林变

“碳库”、空气变“真金”，存入“绿水青
山”可以取出“金山银山”。

绿色尊崇，湖州毫不迟疑。首创全国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评价标准，倡导全市上
下向“绿”而行。数据显示，2024 年湖州
市绿色低碳生活指数为 96.6，较上一年提
高了2.4，较高程度实现了生活方式绿色低
碳转型。

有学者认为：贫与富，不一定能从人身
上看出来，却一定能从生态环境上直接看出
来。这样的观点，在“生态美、产业绿、百
姓富”的湖州，正逐渐被印证。

逐绿奔跑天地宽

记者手记

▲▲（上接第1版）

“来这儿玩的游客，留宿时间越来越
长，行李越带越多，考虑到他们住宿的方
便，去年底投入了20多万元加装了这部电
梯。”站在屋外，他向记者介绍道。

加装观光电梯，满载着主人的贴心，也
折射出山村产业发展的变迁。

“春林山庄”是余村第一批开办的农家
乐之一。关停矿山和水泥厂后，全村陷入转
型阵痛。因为在水泥厂当过驾驶员，跑过不
少地方，潘春林发现附近江南天池等景区有
不少游客，办农家乐肯定错不了。

2005年5月1日，“春林山庄”正式开门
迎客，但让他意外的是，客人却少得可怜。

“怕！”说到当时的心情，他坦言，最担
心的是怎么还清那借来的60万元？

3个多月后的8月15日，余村迎来一位
特殊客人。“当时我在家，后来听村干部说
省委书记鼓励余村要发展旅游，村民要吃上
生态饭。”潘春林说，村干部说得很有信
心，他听得也很带劲。

随着一系列生态治理，余村从山村变成
了景区，他的农家乐生意自然也红火了起
来。2007年，潘春林就还清了全部欠债。

在保护好生态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牢记嘱托，余村上下进行了从绿水青山到金山
银山的探索，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

在外打工的胡加兴回村办起了漂流，
第一年就迎来了2万多人次游客；俞金宝
种的葡萄，一串最高卖268元；老矿工葛
元德还是和石头打交道，只不过这回卖的
是“石头文化”，家里常被游客挤得水泄
不通……

潘春林也没闲着。2010年的一天，他
偶然听几个上海游客说来余村没有直达通
道，差点被带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让他嗅到了“危机”。一不做二不
休，他立马召集了几个农家乐业主，商量买
大巴车，直接去上海接客人。

4辆大巴车，就是“春林旅行社”的
雏形。从余村到上海，200多公里。“算
算这15年来，绕地球大概有15圈多了。”
潘春林笑着说，到了 2017年，他的洗涤

厂也成立了，解决村里民宿床上用品的洗
涤难题。

采访时，潘春林接到了一个电话，3天
后一个学生研学团要过来。

“这是我的第3家企业，文化公司，主
要做研学。”挂上电话，他心中的线路也已
成型：先向学生们介绍余村发展史，再去现
场参观5G物联网养鱼、鱼菜共生等数字化
农业项目……

在农家乐这条产业链上，“长”出了3
家企业，潘春林常常忙得脚不沾地，大家都
说他是余村生态经济的金字招牌。

回想2020年3月30日和习总书记近距
离接触的机会，潘春林至今倍感振奋，“总
书记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我有信心把产业经
营好。”

如今，在这个花园般的余村，农家乐数
量攀升到了60多家，并拓展发展了亲子采
摘、咖啡、露营等新业态。2021年，成为联
合国“最佳旅游乡村”；去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22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7万元。

“春林山庄”的变迁是湖州拓宽“两
山”转化通道的生动范例。绿色发展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从绿水青山变身金山
银山的“转化定律”，在湖州乡土大地演绎
着多元化可能。

——依托好山好水，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发展循环农业与生
态农业，循环农业模式已覆盖 80% 以上行
政村。应用绿色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湖州农业现代化发展
水平连续6年位列浙江省第一；

——将生产力布局拓展到农村，在青山
绿水间布局“创谷经济”，“西塞科学谷”成
功引进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
交大——湖州中子科学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
平台，落地科研项目11个、带动引进产业
项目36个；

——统筹规划、配置、营销“三农”资
源，创新推动50%以上行政村开展乡村市
场化、品牌化经营，通过农旅融合，发展村
咖、露营、康养旅居、创意农业、夜经济等
乡村新业态，实现“村游富农”；

……

从“山上一张床胜过城里一套房”到
“一天卖出8818杯咖啡”，湖州乡村一次次
出圈，在与全世界的“乡”见中，湖州老百
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据统计，
2016至2023年，湖州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
从60亿元到突破130亿元，乡村旅游收入
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达14.97%。

从丁文文的“实验”
看青年入乡之势

夜幕降临，山村越夜越美丽。
大草坪上孩子们玩着飞盘；烧烤摊前欢

声笑语；余村公园里，村民踏着音乐的节拍
扭动腰肢……

“张店长，在吗？”
3月22日18时许，余村运营CEO丁文

文来到后巷“吴均汤包”。
“文文来啦？”汤包店店长张娜热情相

迎。
“最近生意怎么样？”“挺好的，游客都

拿着你们发的优惠券来消费呢。”……
两人热络地聊着。
这缘起一个“共益窗口”。1988年出生

的丁文文介绍：“我们年轻人走进乡村，一
方面希望得到村民的接纳，另一方面也要倾
听他们的声音。去年我们在走访时，不少在
后巷开店的居民反映，因为地段位置原因少
有游客光顾。正巧村里提供给我们的活动空
间处于核心位置，我们就在这里打造‘共益
窗口’，向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展示和售卖产
品的机会。”

“这真是个神奇的窗口，人流量确实增
加了不少。”张娜竖起大拇指，直夸丁文文
的团队热心肠、点子多！

丁文文坦言，能来到余村，走进村民心
里，是一件幸福的事。

虽是安吉人，但她对于余村的印象，还
只是停留在小时候听大人说起，这个小山村
经历过大改革，发生了大变化。

有海外求学经历、在外企工作过、也在
安吉政府部门锻炼过，2020年，因创建浙江
省乡村版未来社区，丁文文来到余村工作。

那一年，总书记第2次来到余村，鼓励
余村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胜前进。照着
新指示新期望，村干部、村民铆足了一股
劲，丁文文也不例外。

一年后，余村顺利评上了浙江省未来乡
村。随着项目告一段落，丁文文本该离开，
村书记汪玉成的一句话让她心中泛起涟漪：
余村的未来还远远没有结束，要不要一起来
见证？

“我心动了，因为我相信余村有无限可
能。”她说，她也准备做个“实验”，看自己
团队的年轻人在余村是否留得住。

自然，她的“实验”成功了。茶或咖
啡，年轻人在余村可以不做选择；“大余
村”建设如火如荼，说走就走的青年在余
村就能坐着缆车去山川乡“云上草原”滑
雪……

城里有的村里都有，城里没有的村里也
有。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配套建设，吸引

了美丽乡村建设最关键的因素——年轻人。
就这样，2022 年 7 月，余村创新推出了

“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丁文文负责该计划
从0到1的系统性落地。

来自上海的“90后”李然来了，她在
村道旁租下一栋平房，办起生活灵感便利
店，一开出便成了“网红”打卡点；“85
后”青年陈喆开起国漫主题文创店，把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的IP引入余村……

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汇聚在
余村的青年社区“青来集”。在这个寓意为

“青年来聚集”的地方，50岁的胡青法是
常客。

胡青法是余村本土的“合伙人”，他在
村里经营着一家民宿，他说，“是文文这批
年轻人给了我启发，帮我扩宽了经营思路，
用咖啡和茶延长了消费链。”

这几天，他一边上山采制白茶，一边往
“青来集”跑，和年轻人探讨优化白茶包装。

新老余村人其乐融融。丁文文向记者提
供了一组数据，“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开
展 2 年多来，已有 26 个项目落地余村，
1200多名年轻人来到余村，“新村民”和本
村村民比例达到了1∶1。

在湖州，越来越多像丁文文这样的青
年来到乡村、干在乡村，唱响“在希望的
田野上”。那么，湖州靠什么打造这片干事
创业的热土？又靠什么来激发青年入乡的

热情呢？
——探索以乡镇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乡

村快速发展，整合服务资源、提升服务能
力。创新开出共富班车，通过提能增效破解
公共服务差距问题；

——创新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模
式，重组优化优势资源，合力提升发展特
色，比如余村联动2个“邻居”乡镇一起打
造“大余村”景区，空间是50个余村的大
小，通过联建联营破解宜居环境差距问题；

——优化平台、政策、设施等服务，推
出“全球合伙人”等载体，打造“数字游民
公社”“青来集”等社区，让城乡要素流通
起来，破解要素配置差距问题；

……
青年和乡村的双向奔赴成了一道动人风

景。2019年以来，湖州吸引新增青年就业
创业近39.4万人，其中留乡从业的乡村人
才达到4万人。去年中东欧国家主流媒体团
访问湖州时，对乡村中大量青年创业者的活
力现象深表赞叹，表示这反映了中国年轻一
代的创新精神和对乡村的信心。

大地回春，万象更新。在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这些“两山”实践的
湖州故事，如同太湖水激荡起的朵朵浪花，
在奋力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市域样板的道路
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画卷中奔涌向
前，生生不息、岁岁精彩！

群山环绕中的安吉余村群山环绕中的安吉余村。。记者记者 王迅王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