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留生态田园和
农家情趣，安徽庐
江立足生态发展，
鼓励村民充分利用
空闲地，围成“小菜
园、小果园、小花园”
等“微田园”，打造村
庄出彩、小巷小道
见绿、房前屋后优
美的良好环境。

湖南长株潭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近

年来渐入佳境，融

城和协同效应明

显，无论是经济总

量，还是增长速度

和发展质量，都位

居湖南省前列，实

现了“1+1+1﹥3”

的效果，成为带动

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火车头”。

5版《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2018.02.28星期三
本版编辑：侯洁如 Email：zgggb56805139@163.com 热线：（010）56805138

0077视野VisionVisionVision

区域探索

□ 张春保 刘良恒

“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

最具发展活力的‘超级板块’，

长株潭城市群将全力破除行政

壁垒，整合资源要素，推动开放

合作、互利共赢、共建共享。”湖

南省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易春阳说。

湖南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近年来渐入佳境，融城和

协同效应明显，无论是经济总

量，还是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

都位居湖南省前列，实现了“1+

1+1﹥3”的效果，成为带动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做好顶层设计
夯实发展基础

“我们集团湘潭基地2000

多名员工超过八成家在长沙，

公司每天派出8台大巴往返于

长沙和湘潭接送员工。”总部位

于国家级湘潭经开区的泰富重

装集团高级总裁谢芳莉说。

长沙、株洲、湘潭同处湘江

中游，三市呈“品”字形分布，市

中心彼此相距约40公里。湖

南省委党校经济教研部教授

王克修告诉新华社记者，长株

潭三市地理位置相近，功能定

位互补，适合“组团式”发展，早

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干部提

出三市一体化发展建议。

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

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以此为契机，湖南在体制

机制上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确

立了“省统筹、市为主、市场化”

原则，三市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环境治理、产业布局进入一

体化发展“快车道”。

在顶层设计方面，湖南省

设置了高规格的统筹协调机

构——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

区工委、管委会，负责长株潭城

市群规划编制、制定大政方针、

标准和评价体系，组织重大区

域性协调。

截至目前，湖南已建立起

了由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

18个专项规划、100多个示范

片区规划和长株潭三市规划组

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建

设规划体系。

湖南部分基层干部和专家

学者认为，最近10年来长株潭

一体化之所以取得较大进展，

关键得益于顶层推动有力，规

划一体化体系基本形成，规划

实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强化深度融城
助推迅速发展

“全线飘红，来势喜人。”聊

起2017年各项经济指标，湘潭

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孙银生如数

家珍：去年全区实现技工贸总

收入2134.4亿元，增长24.3%;

工业总产值1230.1亿元，增长

21.6%。

过去，湘潭经开区所在的

湘潭县响水乡还是偏僻闭塞、

贫穷落后的农村。如今，这里

早已成为工业发达、产城融合

的新区。孙银生说，最近10年

来，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大大

改善，长株潭三市接合部成为

“融城经济”的主要受益者。

王克修认为，长株潭城市

群深度融合最直观的表现主

要有两个方面：一是2009年三

市实现通信同号，使用统一区

号 0731；二是三市基本形成

“域外大联通，域内微循环”的

交通网络。

目前，长株潭三市已开通

12条跨市运营的公交线路;三

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365公里，国省道二级以上公

路里程达到3000多公里。高

铁从长沙出发15分钟到株洲、

16分钟到湘潭。长株潭城际铁

路建成运营，长沙至株洲、湘潭

最快旅行时间缩短至30分钟

之内。

易春阳介绍，长株潭城市

群还联合争取到了众多含金量

极高的国家级发展平台，比如

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长株潭自主创新示

范区、长株潭衡“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等。

逐梦“两型社会”
守住绿水青山

湖南10年前提出以长株

潭为主体创建“两型社会”，当

时不少干部群众不理解，认为

“穷省办了富省的事”，但如今

“两型社会”建设已成为长株潭

城市群最亮的名片。

在长株潭地区采访期间，

当地干部群众最津津乐道的就

是湖南对长株潭“绿心”的保

护。“绿心”地处长株潭三市结

合部，面积 522.87 平方公里。

这一带全是低山丘陵，植被茂

盛，郁郁葱葱。曾经，三市城市

边界不断扩张，“绿心”一度被

侵蚀蚕食，逐年缩小。

在创建“两型社会”过程

中，湖南从规划编制、立法保障

入手，先后出台《长株潭城市群

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湖南

长株潭生态绿心保护条例》，形

成了“绿心”保护顶层设计，将

“绿心”90%以上区域划为禁止

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

曾几何时，湘江污染全国

闻名，一批高污染工业密布湘

江沿岸。为了重现一江清水，

湖南近年来将湘江治理作为

“一号工程”，曾经的“污染大

户”——长沙坪塘老工业基地、

湘潭竹埠港重化工区、株洲清

水塘老工业区相继完成整体

“关停并转”“退二进三”。

近年来，湖南还将每年10

月至次年2月确定为长株潭三

市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实施

统一标准、统一预报预警、统一

防治、统一执法的区域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三市深度融合 催生“超级板块”
——湖南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启示录

□ 赵德斌

2月25日，笔者走进安徽

庐江冶父山镇的“微田园”，在

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的

“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中

穿梭，目之所及，处处呈现现

代文明与乡村气息交相辉映

的新画卷。

一茬茬韭菜、一棵棵嫩

葱、一株株萝卜菜，在冶父山

镇幸福村纠树村民组张成化

家门前的一个角落形成的“微

菜园”，绿意浓浓的蔬菜给初春

时节的天气带来了丝丝暖意。

白发苍苍的张成化老人

正在他家的“微田园”里拔蒜

苗。“别小看这片园子，面积

虽然不大，但种的蔬菜足够

我们老两口吃了。”他指着眼

前的景象笑着说，两分地，大

春一轮，小春一轮，想吃哪样

种哪样。

张成化膝下的三个儿女

全都在外打工，家里只剩下他

和老伴。“白天到菜园子里松

松土，种种菜；晚上看看电视，

日子倒也过得很实在。”老人

清晰流畅的言语和稳健利落

的动作，一点也看不出他年近

八旬了。

“美了家园，好了环境，增

了收入。”正忙着翻土的冶父

山镇明圣村高申年停下手边

的活计，拍拍身旁的一棵黄桃

树笑着说，去年光这棵黄桃树

就收入了300多元。提起“微

田园”，高申年赞不绝口。

而在冶父山社区桥头村

村民邓宏兵的庭院内，笔者看

到，罗汉松、银杏、海棠满目皆

是。别以为它们都是不起眼

的寻常植物，经过邓宏兵栽培、

上盆、修剪和塑形，俏立盆中，

仿佛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貌

似不起眼的盆景，一盆售出三

四十万元的价格也是常有的

事。”邓宏兵随手指着身旁的

一棵榔榆对笔者说。利用“微

田园”发展“盆景”产业，邓宏

兵足不出户就圆了“致富梦”。

像冶父山镇一样，现在庐

江广大农村兴起了“微田园”热。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微田园”是指庐江在新型村

庄建设过程中，为相对集中的

民居规划出前庭后院，便于村

民种植蔬菜、瓜果和花卉等。

一个“微田园”，小的小到只有

几厘地，大的一般也不过两三

分地。

为让美丽的农民新村保

留生态田园和农家情趣，庐江

立足生态发展，鼓励村民充分

利用空闲地，围成“小菜园、小

果园、小花园”等“微田园”，打

造村庄出彩、小巷小道见绿、

房前屋后优美的良好环境。

庐江还坚持“三多三少”

原则，即多绿化少硬化、多预

留少侵占、多栅栏少零碎，因

地制宜，因需施材，彰显农村

的特色和功能，在每个村庄都

建设整洁有序、界线分明、护

栅整齐、观赏养眼的“微田园”。

“家门口的地属于公共区

域，谁管理得好就把它交给

谁。”庐江县美丽乡村办负责

人介绍说，“微田园”逐步破除

了千篇一律、千村一样的呆板

居住环境局面，打造一户一

景、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宜

居环境。

“微田园”不仅好看，还更

实用。冶父山镇党委书记

柯贵余认为，“微田园”既节约

了用土地，又丰富了“菜篮

子”，为村民增加了一定收入，

农户之间还可以相互交换时

尚菜品，让大家切切实实地得

到了实惠。

如今，根植于泥土、萌芽

于乡间的“微田园”展现出无

限活力，迅速在庐江各地农村

绵延开来，已经成为该县美丽

乡村的新元素，新型村庄的新

指向，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

实践。

“‘微田园’为新村注入了

活力，既方便农民发展经济，

又体现庭院生活情趣；既体现

了现代乡村生活气息，又凸显

农家庭园特色。”庐江县副县

长张亚东告诉笔者，“微田园”

已成为庐江农民的“新宠”。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

出要推进绿色发展，这是实现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

赢的根本性举措。”张亚东表

示，今后，将按照“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总体

要求，继续坚持走产村相融的

农业产业发展路子，掀起“微

田园”建设热潮，让乡村更加

美丽。

安徽庐江：种下“微田园”长出好日子

本报讯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

府日前发布消息称，今年起，宁夏

将每年统筹安排1亿元用于现代

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打造

特色鲜明、功能复合、要素集聚、

技术领先的农业科技园区体系。

据了解，截至目前，宁夏已先

后获批建设5个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实现地级市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建设全覆盖。宁夏将力争通过

5年建设，使区内5个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培育

壮大一批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并

在县（市、区）布局建设农业科技

示范展示区20个左右，争创国家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个，

实现“一市一园、一县一区”现代

农业科技创新示范体系建设。

根据日前印发的《宁夏现代

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总体

方案（2018 年—2022 年）》，到

2022 年，宁夏还将力争使区内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新品种良种

化率达到95%以上，农业机械化

综合作业水平达到80%，科技进

步贡献率超过68%，示范区农民

人均纯收入高于区内其他地区

20%以上，土地产出率、资源利

用率、劳动生产率高于区内其他

地区15%以上。 （靳 赫）

宁夏将每年统筹安排1亿元
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全永平报道

近日，由易侬国际主办的一场旨

在促进我国国内涉农企业区块

链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的现代

化农业区块链技术高峰论坛，在

福建厦门拉开了帷幕。

近两年来，随着联合国、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多个发达国家政

府先后发布了有关区块链的系列

报告，有关区块链技术应用及其

探索在国际上得到了极大发展。

在本次论坛上，众多领导、

专家、知名企业学者与个人相继

上台建言论道，就当下区块链的

发展、未来趋势发表自己的意见

与看法，使现场的观众们对于区

块链有了更深了解。

作为在全国率先研究并发布

推广第一个与农业领域深度结合

的区块链公有链的企业，易侬国

际打造区块链技术的农业全生态

服务，区块链现代农业生态圈的

概念一经发布，就得到了现场众

多农企、农商们的积极响应与支

持，大家纷纷与易侬国际进行现

场签约，达成战略合作。

据了解，在本次论坛中，易侬

国际还专门成立了我国首家区块链

农业应用研究会，以助推区块链技

术在我国现代农业的落地应用。

现代化农业区块链技术
高峰论坛在厦门举行

社区更新·长三角一体

“界河两岸分南北，半隶茸城

半魏塘。”一曲竹枝词，道出枫泾

独特的地理位置。枫泾自立市以

来南北分治，最早可追溯至吴越

之界，后为浙江和江苏两省之地

界，1951年南镇并入北镇，1958

年划归上海市。

省界故事多。据清代“镇界全

图”，牌楼处有座桥，桥堍北面刻有

“商”字，南面刻有“量”字，意即南北两

镇有事好商量。国画大师程十发则

赞之：“两个母亲共同喜欢这个孩子。”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阶

段，枫泾如何发挥“区位优势”？“小

镇之间，不是像土豆一样堆在一起，

而是像葡萄一样串在一起。”枫泾镇

党委书记张斌比喻，“有机生长，互

相支撑，遥相呼应，各具特色。”

2016年，上海金山与浙江嘉

善两个跨省相连的县区，签订了

“共建沪浙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战略框架协议，枫泾镇与

嘉善县姚庄镇、惠民街道一体化发

展启幕，共谋产业发展、社会治理、

生态保护、交通网络和旅游开发。

打造长三角路演中心、开通

“嘉善－枫泾”双向对开省际公

交、启动打通叶新公路“断头路”

项目，两地三方还在交界区域安

装了网格化监控探头，建立问题

发现和处置机制。

既有硬件对接，也有软件联

动。“社区日”上，枫泾及浙江姚庄

的“故事大王”，绘声绘色地分享流

传在沪浙地区的民间故事；“黄桃

节”里，枫泾联手浙江嘉兴、舟山等

市镇共绘“画里桃源”，串联起沪浙

一体化发展的“黄桃文化圈”。

枫泾本地，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不断提升，枫叶国际学校、中

西医结合医院等已经建成，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金山分

院将挂牌成立，上海国际应用科

技大学也开始筹建……

立足和服务长三角，是枫泾

打开的“两个扇面”：在自身区域，

完善基础性、功能性项目建设，提升

公共服务能级；在周边区域，倡导

基础共建、功能共享、联动发展。

乡村更新·新时代振兴

一个特色小镇，是由多个“美

丽乡村”拼图而成。中洪村就是枫

泾镇的明亮色块，孕育了散发泥土

芬芳的艺术珍品———金山农民

画。无论是在景区画室还是农家

墙头，浓墨重彩的画风笔触中，都

流露出乡土特有的率真与质朴。

“农民画村”不止美在农民

画。小桥、流水、菜园、鱼塘，通过

村庄改造、环境整治，美景终于从

墙上纸上跃入现实；同时，中洪村

挖掘休闲农业旅游，波兰倒置屋、

房车露营地、法国画家墙绘，小小

村庄已有10多个旅游景点。

“每一个古迹的背后都有一段

故事。”2011年，枫泾镇被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故事基

地”称号，国内“独此一家”。不久

前，上海首个岳飞文化研究会在枫

泾镇新义村成立。原来，岳飞的后

人在枫泾落地生根，新义村在世和

已故的272位岳姓后裔，已经被正

式编入《中华岳氏族谱》。如今，新

义村正打造“中国故事村”，修缮村

内历史文化古迹，挖掘整理数十篇

民间故事；此外，全村种植黄桃

1500多亩，正布局蔬果采摘、农耕

体验、垂钓休闲、乡村民宿等，“黄

桃之乡”变身“田园综合体”。

北部文化村中洪村“中国农民

画村”观光旅游、南部“中国故事

村”新义村农业旅游、东部“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韩坞村历史文化旅

游，错落有致的空间布局，让枫泾

乡村成为上海市民的“后花园”。

听得清乡音，闻得到乡味，摸

得到乡趣，记得住乡愁，从“古镇”

到“乡村”，从“产业”到“社区”，枫

泾正以一场场更新，不负千年历史

底蕴，特色小镇未来可期。正如枫

泾“古镇牌坊”的那句楹联——

毓秀钟灵，沧桑久历。

商旅云集，佳境重来。

龙腾盛世贺新春龙腾盛世贺新春

春节期间，第二届重庆

市合川区三江灯会在钓鱼

城街道花滩世纪乐都水乐

园举行，本届灯会以合川三

江文化为题材，共设计了

60多组大中型灯组和水上

灯组，共分为三江文化、滨

水休闲、合川记忆、童心童

趣、合川火龙秀五大主题灯

组，布展面积超过 300 余

亩。图为长达300米，龙首

8 米，寓意“龙腾盛世”的

“火龙灯”。

邱海鹰 向世明 摄

吴跟越角话古今 枫泾寻画意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