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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沈阳大连两市获评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本报讯 记者施文郁报道 日前，经报请国务

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批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正式命名29个城市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榜上有名。

自“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以来，沈阳、大

连两市不断夯实食品安全工作基础，压实食品安全

各方责任，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本地区食品安全

状况总体平稳向好，社会认可、群众满意，最终通过

国家评审验收。两市通过示范创建，推动落实食品

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带动更多地区

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食品安

全满意度。

沈阳从农田到餐桌严把每一道防线，保障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强化食品安全源头治理，严

格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监管，搭建食品网格化智慧

监管系统，全面加强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实现信息

化追溯，加大集中整治力度，采用九大环节闭环管

理等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新格局。

大连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抓手，构

建“五大体系”，建设“八大工程”，压实属地管理责

任，履行企业主体责任，扛起部门监管责任，倡导社

会监督责任，全力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群众食

品安全满意度持续提升。

□ 本报记者 沈贞海

□ 俞 萍 吴 璇 倪 晗

回望过去十年，浙江省金华经

济开发区（以下简称“金华开发

区”）聚力建设新城市、大力发展新

产业、全力布局新赛道，致力让“产

业新”成为金华开发区的核心竞争

力，让“百姓富”成为金华开发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产、

城”融合发展成为金华开发区的鲜

明底色，实现从发展量变向发展质

变的华丽转身。

2022年，截至8月底，金华开

发区GDP总量达184.11亿元，增

速4.5%，排名位列浙江省金华市

第二。

十年磨一湖：
从改造一个湖到再造一座城

波光粼粼、白鹭翩飞，湖海塘

早已成为金华人心中的“小西

湖”。然而，多年前的湖海塘却没

有这样的宜人美景，从“脏乱差”到

“绿净美”，湖海塘的变身从十年前

开始。2013年5月13日，养猪场

沿路一座老水塔顺利拆除，标志着

湖海塘改造工程迈出第一步。通

过实施清淤工程、扩大水域面

积、建设美丽湖岸等举措，金华

开发区把一座人人避之不及的脏

臭小型水库打造成了美丽河湖样

板。这一蝶变，不仅让湖海塘“脱

胎换骨”，也开启了“环湖造城”的

新时代。

“拆迁后依然住在湖海塘边，

日子是越过越幸福。”湖海塘区块

是陈女士一家开启幸福新生活的

居所。如今，这里已成为品牌房企

的聚集地和抢滩地，大批设施齐全

的高品质住宅小区相继建成，学

校、商务办公区、行政办公区、休闲

娱乐区应有尽有。

2021年 5月，陈女士所在的

和悦社区成为浙江第三批未来社

区试点工程。当“未来”一词和人

们安居乐业的“社区”相结合时，一

幅多元驱动、活力无限的未来美好

生活画卷正徐徐展开。

湖海塘西岸的精彩才刚刚开

始。随着湖海塘整治提升，湖底隧

道、金创绿谷、人工智能岛等项目

一一推进，湖海塘西岸规划面积约

7平方公里的中央创新城南区开

始落子行棋。项目定位“科创中

心·智慧西岸”，锚定共同富裕示

范、低碳科技特色定位，打造产业

创新引擎、城市更新样板、产城融

合标杆。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

效、五年现新城、十年大跨越。“十

年磨一湖”的故事将在湖海塘西岸

接续上演。

在片区综合开发引领下，金华

开发区将一边加快推进江南区块

片区化改造，提速玉泉溪中轴线、

沿江功能区、秋滨老工业区用地更

新，启动湖海塘以西区块、双溪西

路两侧区块、秋滨区块建设，重点

打造“一横”——沿江产城融合带

和“一纵”——中央创新带；一边加

快金西文旅康养新城建设，以打造

“长三角一流大健康新城”为方向，

加快“医药+农旅+食品加工”的多

要素融合，复兴汤溪千年古城。

十年磨一镇：
从产业集聚地到产业新高地

单间每月租金550元，套间每

月租金800元，每月客房租金收入

万余元。干了大半辈子的农活，秋

滨街道蟠龙村村民高师傅过上了

“包租公”的日子。蟠龙村中间路

段的店面都已租完，自发形成了村

内小商圈。

一切变化，源自金华新能源汽

车小镇。依托汽配摩产业集聚基

础，2014年，金华开发区谋划建设

10.18平方公里新能源汽车产业

园，其中核心区为3.6平方公里的

新能源汽车小镇。2016年，金华

新能源汽车小镇入选第二批省级

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在经历一次次

谋划升级和关键落子后，小镇吸引

了以零跑为代表的整车生产企业，

以今飞、万里扬、东风齿轮、衡远、

康迪、鹰王等为代表的关键零部件

生产企业，形成了新能源汽车整车

制造和动力电池、轮毂、变速器、驱

动电机、LED车灯等关键零部件

制造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

从无到有、从有到特、从特到精，一

个集汽车制造与研发、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和新材料、工业旅游于

一体的“长三角现代化新能源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园”逐步成型，仅一

街之隔的蟠龙村自然而然成为生

活配套区。

特色产业小镇给蟠龙村带来

人流和岗位，该村成为特色产业小

镇的生活配套区，村民成为房东和

产业工人，产业工人一到下班时间

就涌进村里成为住户。金华新能源

汽车小镇，正一步步打造“人、城、

产、文、景”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本。

作为金华市区工业经济发展

的主阵地、数字经济的先发地、高

新技术创新的新高地，近年来，金

华开发区集中区位优势，打造新能

源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健康生

物产业园、中央创新城三大产业平

台，百亿级大健康、五百亿级数字

经济、千亿级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

导产业正加速集聚。

金华开发区将紧扣浙江高能

级战略平台建设目标，通过实施

“12345”工程，致力打造产业新高

地的同时，加速推进高质量产城融

合进程——

以湖海塘城市客厅为核心，打

造1个投资体量近500亿元级增

长、科创能级大幅提升的浙中科创

新高地——中央创新城；

做大做强新能源及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园、健康生物产业园两个

“万亩千亿”平台，力争两大平台年

产值突破300亿元；

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小镇、互

联网乐乐小镇、康养小镇3个省级

特色小镇，加快主导产业集聚；

以山嘴头、西关、和悦、海棠

4个未来社区建设为引领，实现全

域未来社区化；

加速更新双溪西路、金华商

城、秋滨老工业园区、汤溪千年古

城及罗洋片区5个片区，打造一批

大体量的投资项目，实现产业、空

间、人口等多维度的系统优化。

十年磨一村：
从美丽小风景到共富大图景

这段时间，汤溪镇越溪白鹤村

的小陈一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晚

稻收割做准备。今年他们家的

920亩晚稻长势良好，预计亩均可

收稻谷450公斤左右。

作为村里首批回乡创业的大

学生，小陈十分庆幸自己当初的决

定。2015年以来，她经营的家庭

农场农特产品总销售额年均增幅

基本保持在10%左右，产品从最初

售卖自家的大米、土菜籽油、香肠，

到现在整合了诸多周边优质土特

产。今年，她还与杭州一家公司达

成合作协议，打通了金西农特产品

与大公司的采供渠道。

“是农旅融合发展给我们创造

了机会。”通过大力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研学游、民宿、农家乐，小陈

的家乡越溪白鹤村从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村变成远近闻名的“网红

村”。小火车、小坦克、体验割水稻、

田野卡丁车……今年，该村立足“每

月推出大项目，每周都有小变化”，

通过不断优化项目，力争将村庄发

展从“流量时代”转向“留量时

代”。目前，该村建有18家民宿、

4家农家乐。民宿的发展让越溪

白鹤村的旅游从“小玩半天”向“小

住一晚”转变，不仅拉长了旅游产业

链条，也让更多村民鼓了腰包。

越溪白鹤村是金华开发区以

农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样

板和缩影。近年来，金华开发区通

过“旅行社+美丽乡村+基地”开发

模式，还打造了“童话稻田公园”派

溪童村、“金华小九寨沟”山下村、

“红色廉政教育基地”上境村、“莲

藕莲花采摘基地”下周村等各具特

色的美丽乡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迎来井喷式增长，农旅融合要素

资源更加活跃。

接下来，金华开发区将深度谋

划“产村融合发展”，大力推进“互

联网+”现代化乡村治理模式，积

极培育1个~2个数字乡村、3个~5个

产村融合示范村；着力推动现代农

业园区化、机械化、合作化发展，大

力发展旅居康养、运动休闲、乡村

度假、研学旅行、影视文化等美丽

乡村经济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高

质量融合发展，描绘乡村振兴、共

同富裕幸福大图景。

□ 本报记者 王 斌

□ 张文博

初冬时节，走进甘肃省定西市

通渭县城区，沿着滨河路20里农

耕水岸风情线徐徐而行，可见南北

山坡上林木繁盛、色彩斑斓，牛谷

河边的公园里碧波潋滟、水趣盎

然，文化小品书法碑刻遍布公园角

落，处处尽显山水与城市的人文之

美、生态之美、兴盛之美。

近年来，通渭深入贯彻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聚焦山水园林城市建设目

标，坚持“五城”融合引领城市发

展，逐步形成了“以文塑城赋能铸

魂、以水润城重妆颜值、以绿靓城

再塑新姿、以市兴城纳福便民、以

商活城筑梦未来”的总体城市发展

格局，让城市风貌焕然一新，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

宜居宜业蓬勃发展的美好前景初

步绘就。

文化是人的根脉，更是一座城

的灵魂。通渭古称襄城，自汉元鼎

三年即公元前114年置县，至今已

有2100余年的历史。漫漫历史长

河中，孕育出通渭独特、灿烂的文

化现象。近年来，通渭坚持以文塑

城，全力推进平襄书画小镇和“书

画+”农耕文化休闲旅游基地建

设，打造笔墨丹青、翰墨飘香的“书

画城”。

“依托通渭浓厚的耕读文化和

书画文化，通过3万余人的书画创

作者和书画经纪人队伍，将通渭的

书画文化名片推向全国。”通渭县

文旅局副局长孙灵活介绍说，近年

来，通渭陆续建成了悦心国际书画

村、秦嘉徐淑诗词文化生态景区和

寿名书院、近圣书院、孙庄村写生

摄影采风基地等景点，都是对“中

国书画艺术之乡”“翰墨飘香·书画

通渭”等文化名片内涵的有效补充

和延伸，通过多措并举、多点发力、

多方推动，确保通渭书画年交易额

再创佳绩。

文化既是地方历史的沉淀，也

是地方魅力的体现。近年来，通渭

立足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先后获

得“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

书法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等多个

国家级文化名片，通渭小曲、通渭

影子腔和脊兽、剪纸、木雕、砖雕等

先后被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特别是以东汉著名夫

妻诗人秦嘉、徐淑的“诗情”为主线

建成的主题公园，以400余件书画

名家题写的牌匾、楹联、碑刻等形

式，有力彰显了通渭的地域风情和

书画元素，提升了通渭书画文化内

涵和影响力。

绿水青山，孕育幸福之城。今

年，随着牛谷河20里水岸农耕文

化风景线系列项目和通渭南北山

面山绿化以及青岛林的建成，通渭

以碧波映城、城托青山、人在城中、

城在画里的崭新面貌迈向新征程。

近年来，通渭着力统筹生产、

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大力推动“公

园城市”建设，沿牛谷河自西向东

依次建成温泉湿地公园、红军长征

公园、西河湿地公园、秦嘉徐淑公

园、南园体育公园，其中阁楼亭榭、

劲松杨柳与牛谷河跌水堰水系景

观交相辉映，汇聚起一幅城市与人

文和谐共处的唯美画面。

“现在通渭发展这么好，开窗

见景、出门见绿，上山有园林、下山

有河湖。”说起家乡的变化，市民

王琳称赞道。

引来好水，润泽古老襄城；牵

手青岛，染绿南山高地。自2021

年山东省青岛市协作帮扶通渭

以来，两地携手建设 1.2 万亩生

态林工程。今年，青岛生态林全

部建成，带着两地人民的深情厚

谊，绿树红花遍布在通渭县城南

山之上。

据了解，通渭“公园城市”建

设，不仅彰显“做好水文章，打造新

景观”的思路理念，同时把当地更

多历史文化元素有机融入公园的

建设当中，在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的

基础上，既建成了包含鹊桥、连理

亭、比翼阁和诗文书法碑刻等以歌

颂浪漫爱情主题文化为主要元素

的秦嘉徐淑公园，又建成了“引水

成湖，化水为景”的一系列水生态

湿地公园……这些各具特色的公

园，融文于水、铭史于木、写景于

园，绘就了一幅山水相依、人物共

生的和谐胜景。

在积极改善城区宜居宜业环

境的同时，通渭紧扣时代发展主

题，紧盯机制、政策、特色三要素，

以美食城、美食街和美食夜市为基

点，坚持以市兴城，增加城区宜居

美誉度，提升城市生活幸福指数。

坚持以商活城，全面落实《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和“1+8”政策措施，

打造一流发展营商环境，持续加快

大型商贸综合体建设，大力发展线

上线下消费业态，打造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的“商城”。

成就鼓舞人心，蓝图催人奋

进。而今，通渭站在新征程上，必

将以“人文”为要，续写历史传承兴

盛大书；以“山水”为媒，做好生态

发展妙笔文章；以“市商”兴城，谱

就踔厉奋发激昂主旋律。

本报讯 苗锋 记者郭建军报道 近日，山西

拟认定省级夜间经济试点城市名单公示，太原市迎

泽区、长治市潞州区等7地入选。

夜间经济是指晚间6时至次日早上6时产生

的消费经济，它是现代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经济社会活动在时空上的延伸，是消费增长的

新引擎。

山西经过申报、初审、专家组评审后，形成了评

审结论，拟认定太原市迎泽区、晋城市城区、大同市

平城区、长治市潞州区、晋城市高平市、阳泉市城

区、晋中市介休市7家单位为省级“夜间经济试点

城市”。

山西以扩大消费、服务民生为导向，突出三晋文

化、黄河韵味、塞北风情特色，抓试点、树品牌、优服

务，着力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业态多元、靓丽美观、整

洁卫生的城市“夜经济”地标，发展形式多样的夜市

消费，更好满足品质化、多元化、便利化消费升级需

求，推动形成与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相匹配的夜

间经济体系。

据了解，山西将加强夜间经济整体规划布局，以

设区市主城区为重点，其他有条件的县（市、区）联

动，按照“试点先行、以点带面、逐步推开”的原则，着

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亮化城市夜景，优化夜间营商

消费环境；发展夜间购物消费，兴旺城市商业，丰富

夜间经济消费场景；打造特色餐饮夜市，打响“晋菜”

品牌，打造地标性夜经济生活集聚区，营造全时段、

多领域消费氛围，激活夜间经济活力，满足群众消费

需求，促进山西消费增长。

广东韶关阳江茂名三地
荣膺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本报讯 聂金秀 记者罗勉报道 近日，国家

林草局授予26个地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广东省韶

关、阳江、茂名3个地市位列其中。2022年度，广东

与贵州并列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以下简称“创

森”）成功地市最多的省。

据了解，全域“创森”是“十四五”期间广东林业

工作的重要部分。根据《广东省林业保护发展“十

四五”规划》，到2025年，广东将实现21个地级以

上市国家森林城市全覆盖，推动各地级以上市

创建 1个以上县级国家森林城市，该省推进40个

县级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十四五”期间，广东还将

积极推进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高品质提升建设，

推进重要生态空间保护修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增加人民群众生态福利，打造“高质量的生态

屏障、高连通的生态廊道、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高品质的自然公园覆盖”的世界级森林城

市群。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来之不易，广东3个地市进

行了诸多准备工作。韶关将全域“创森”与全面推

行林长制工作有机结合，在摘得市级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的同时，还有7个县（市）实现“创森”申请和总

体规划“双备案”；阳江全面启动六大主题行动，推

进700多项“创森”项目建设，形成森林进城、环村、

上路、依水的城乡绿化格局；茂名自2016年以来开

始“创森”工作，全面提升各项林业工作指标，该市

森林覆盖率达到 55.70%，主城区绿化覆盖率

44.31%。在韶关、阳江、茂名成功“创森”后，广东

拥有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城市达到14个，国家森

林城市遍及珠三角及粤东粤西粤北。

山西公示省级
夜间经济试点城市名单

生态宜居典范 产城融合高地
十年奋进，浙江金华开发区实现从发展量变向发展质变华丽转身

甘肃通渭县深化以文塑城、以水润城、以绿靓城、
以市兴城、以商活城“五城”融合引领城市发展

小 城“ 蝶 变 ”展 新 姿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华家岭风电基地 （通渭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