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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荷花”遇见红薯

“在这里，5分钟走遍苏浙沪！”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江苏吴江走访见闻

新疆加大财政投入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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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318国道自东向西，太浦河

北岸，坐落着素有“水乡明珠”之称的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区。这

里东接上海，西濒太湖，南延浙江，北

依苏州，是苏浙沪交界处，“五分钟走

遍苏浙沪”，在此处成为现实。

5月28日，笔者从上海青浦区奔

赴苏州吴江区，首站来到位于汾湖高

新区的康力电梯试验塔。乘坐电梯登

顶，可以鸟瞰长三角一体化“绿色样

板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全貌。

去年 11 月 1 日，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江苏省

苏州市吴江区的黎里镇、上海市青

浦区的金泽镇和朱家角镇、浙江省

嘉兴市嘉善县的西塘镇和姚庄镇，

成为示范区中的“先行启动区”。而

在苏浙沪“一县两区”三地交界的核

心地区，三方正在合力共建 35平方

公里的“江南水乡客厅”。

“这里将打造成为长三角一体

化‘绿色样板间’的‘门面’。”吴江汾

湖高新区建设局局长姚俊站在试验

塔观景台、指向东面正在修建的康

力大道向笔者介绍，“过去这里是对

接上海东航路的‘断头路’，去年‘先

行启动区’揭牌后启动了道路东延

工程，未来还将规划浦港路西延对

接浙江嘉善。”

站在 288 米电梯试验塔高处俯

瞰，清晰可见上海淀山湖、汾湖浙江

段水面，以及江苏吴江的湖泊群、美

丽乡村群，水城交融，烟岚相映。

“江南水系发达，仅吴江就拥有

大小河道2600多条、50亩以上的湖

泊320多个，一条太浦河，把青嘉吴

三地串联在一起，三地百姓同饮一

河水。”吴江区河长制改革科副科长

沈建伟带着笔者走在太浦河沿岸，

他指着河面问笔者，“是不是看起来

河畅、水清？”

沈建伟说，随着示范区建设步

入“快车道”，三地水务部门启动了

协同治水行动，联合青嘉吴三地区

（县）、镇（街）、村（社区）三级河长，

共同制定责任清单，不以省界为单

位，而以河段为单位重新划定了“包

干区”，开展定期联合巡河、交叉巡

河，初步形成了区域治水一体化格

局。“如今协同治水大半年，合作更

顺畅了。”他说。

太浦河长50多公里，吴江段就占

了40多公里，又处于上游，治水治污

压力更大。截至目前，吴江地区共清理

太浦河沿线“散、乱、污”企业3000多

家。其中，拆除建筑面积46.9万平方

米，拆除占地面积1715.6亩，产生“三

优三保”土地指标1073.4亩。

离开汾湖高新区，驱车29公里，

笔者来到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所在

地。下午时分，吴江区政务服务中心人

头攒动，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戴着口

罩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或在窗口、或

在自助“一体机”上办理着业务。

笔者看到，自助“一体机”放置在

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北侧，类似一

台落地式电脑。点开页面，长三角一

体化各类行政审批事项一目了然，包

括不动产登记证明、参保证明、户籍

证明等事项的打印以及社保查询、公

积金账户查询、办事预约等。

“推进三地‘一网通办’建设以

来，现已梳理各类事项 35 项，并形

成了一批‘网上办’‘不见面’‘就近

办’的高频便民惠企服务清单。”吴

江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赵小华说，

目前已梳理出三地在资质、企业经

营许可方面 21项共有事项，确保在

年底全部实现互认。

“民生共享”“生态共治”“交通

互联”……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协同

推进城市群建设，是长三角“先行启

动区”吴江的发展重心，正不断向前

推进。 （新华社 潘晔 刘诗平）

推开崭新的大门，站在院子

里，望见对面细雨掩映的群山，听

着两个儿子在身旁嬉戏打闹，“85

后”青年张荷花感慨：“生活少不了

柴米油盐，但也需要诗和远方。”

第一次来到这座大山，是11年

前的一个夜晚。车开了好久，一路

颠簸。到家了才看到，房子很矮，墙

是泥糊的，门口的茅草很高。“真不

知道当时咋呆下来的。”忆起往事，

张荷花微笑的眼角淌着泪。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丹溪乡岑

峰村，位于武夷山与九连山余脉相

交处，是“扎”在山根的省级贫困

村。2009 年张荷花嫁到这，成了一

位客家媳妇。

然而生活总是不乏意外。

家人相继生病让这个本就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再加上整修开

裂的旧房子，家里就这样背负下20

多万元债务，四处借钱，亲戚见了

他们都躲着走。2014 年，张荷花家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爱笑的她不笑了：“跟当姑娘

时候比，落差太大了。”张荷花整日

的梦想就是脱贫致富。

岑峰村由于地理气候原因，种

的红薯蒸好后更甜糯，家家户户一

直有种植红薯、做红薯干的传统。

2015年精准扶贫开始后，岑峰村把

红薯产业作为脱贫主打产业，全村

红薯种植面积从 40 余亩增加至

400 余亩，贫困户种植红薯 2 亩以

上每亩补贴300元。

张荷花家也种了 2 亩多地，丈

夫被安排了村里的公益性岗位，再

加上卖红薯干赚的一点钱，她家当

年就脱了贫。

那段时间，丈夫和儿子成了她

最大的慰藉。有次跟儿子在地里一

边干农活一边打闹，儿子没站稳，

笑着一屁股坐在了稻田里，张荷花

说：“真的就那个瞬间，豁然开朗。

我还年轻，怕啥呀！”

打起精神的张荷花不同于以前

做红薯干的小打小闹，开始认真盘

算起这个营生。

“红薯太大太小都不好，最好

控制在 200 至 300 克；削皮一定要

去掉白色的内衣；红薯干不能加防

腐剂，要用电烤箱杀菌……”来岑

峰之前，张荷花很少看到过红薯，

更害怕红薯秧上的大肉虫子，但从

刚开始做的黑色到现在晶莹透亮

的焦糖色，张荷花在失败中逐渐摸

索出独家秘诀。对品质的严格把控

也使她的红薯干即使略高于市场

价仍供不应求。

除了质量，打开销路也很重

要。作为一名“85 后”，张荷花同

样喜欢玩手机，日常机不离手，

“ 自 然 就 想 到 在 朋 友 圈 卖 红 薯

干”，与其等人上门收购红薯干，

卖不到好价钱，销量也不稳定，为

什么不自己卖？

稳坐家中的张荷花把红薯干卖

到了全国，家里几亩地产的近万斤

红薯不够卖，就申请了 5万元妇女

创业担保贷款，收购村民手中的红

薯进行加工，经过几年的经营，张

荷花脸上的笑容回来了。

在岑峰村，像张荷花一样找回

笑容的贫困户不在少数，“现在家

家户户都卖红薯干，村里还成立了

乡香园养植专业合作社，80余户贫

困户靠红薯产业实现脱贫增收”，

岑峰村党支部书记龚云辉说。

眼看着离实现梦想越来越近，

张荷花又添了一把火——在村里

经营一家团购平台的配送站点。去

年无意间买了这个平台的东西，觉

得物美价廉，她就主动去网上查联

系方式要求加盟。

刚开始村里的人不理解，邻居

们都来问：“咋能在网上买肉呢？能

吃吗？”

为了打开销路，张荷花用时

下流行的方式营销，进行地面推

广、在关键节点送礼物给村民，

“今年‘520’我给她们送了鲜花，

刚刚邻居大婶让我在平台上给她

买个花瓶。”

家里崭新的大门旁摆着一排可

爱的多肉植物，张荷花喜欢花，她

说：“花就是诗的开始。”

（新华社 孙楠 袁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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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1 日 电（记 者 张辛
欣）记者 6 月 1 日从

工信部获悉，工信部

将推动工业数据全

面采集，加快工业设

备互联互通，推动工

业数据开放共享，助

力中小企业数字化

升级。

中 小 企 业 数 字

化升级对经济社会

转型意义重大，推动

中小企业的数字化

升级，关键在于数据

的互联互通。

工信部提出，引

导工业设备企业开

放数据接口，实现数

据全面采集。同时持

续推进工业互联网

建设，推动工业数据

高质量汇聚，统筹建

设国家工业大数据平台，研制产业

链图谱和供应链地图，服务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鼓励和支持平台企业开放数字

能力，提供数字服务是助力中小企业

数字化升级的重要方式。日前，京东

数科依托自主研发的区块链数字存

证平台，推出区块链电子合同等企业

级应用，帮助实体企业提高运营效

率，保护交易安全；国网杭州供电公

司依托电力大数据精确摸排复工复

产“痛点”，推出“转供电费码”等数

字应用，助力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工信部特别提出，将支持优势产

业上下游企业开放数据，建立互利共

赢的共享机制，并且特别鼓励平台企

业、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字能

力，提供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服务，帮

助中小企业破解难题，助力产业链整

体数字升级。

本报讯（记 者 胡
桂芳）5 月 30 日，在四

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和四川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指导下，由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主办，央视网熊

猫频道 iPanda 协办、

全 球 大 熊 猫 家 园

PANDAPIA 支 持 的

“感恩白衣英雄，大熊

猫生态亲子春日体验

活动”在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

繁 育 野 放 研 究 中 心

（熊猫谷）正式开启，

四川省疾控中心、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

医疗卫生队的医护人

员代表及其家人参加

了本次亲子游活动。

“ 我 们 将 举 办 三

场大熊猫生态亲子春

日体验活动，这也是

‘感恩四川援鄂、援外

医疗卫生队’大熊猫

主题系列公益活动的

项目之一，”据熊猫基

地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之前，我们已经为

多批刚刚返蓉正在集

中隔离的四川援鄂医

疗队举行了两次专场

直播连线；邀请了援

鄂 医 疗 团 队 为 2020

年全球首对大熊猫双

胞胎命名；举行了主

题大熊猫艺术作品线

上征集及展览。通过

线上线下多种方式，为四川援

鄂、援外医疗队队员们带来欢

乐，让他们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

中得到放松。”

在为期两天的亲子游体验

中，首批参与活动的医护人员及

其家人探寻了与大熊猫、小熊猫

有关的知识，并了解了大熊猫野

化放归的意义。此外，熊猫基地

还为他们颁发了特别定制的熊

猫基地“熊猫护照”。凭此护照，

他们可以终身免费参观熊猫基

地，随时看望可爱的熊猫们。据

介绍，接下来熊猫基地将继续邀

请不同医护人员及其家人参加

亲子游活动。

成都高新区
建成“红领巾号”公交站台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袁矛）近日，一座特殊的公交站台——

“红领巾号”在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

正式投入使用，站台造型包含少先队

队徽和熊猫头像，既体现少先队元

素，又融入了天府文化。这也是全国

首个“红领巾号”公交站台。

据了解，去年 11月，高新区启动

了“十佳红领巾小提案”征集活动，面

向全区少先队员就绿色公园城市、社

区发展治理、天府文化传承、少年儿

童成长四大主题征集小提案。其中，

中和小学少先队员胡艾杨展示的“中

和最美公交站”小提案引人注意，她

关注怎样让公交站的服务功能更加

人性化，并为此开展了中和街道公交

站需求调查，建议对中和街道一些老

旧公交站进行改造，除了增添文化元

素外，还希望能够为公交站增设座

椅、遮雨棚等便民设施。最终，在有关

部门的指导下，根据胡艾杨的小提案

设计的全国首个“红领巾号”公交站

台应运而生。

据了解，依托“红领巾号”公交站

台，成都高新区组建了“新火”红领巾

志愿服务队中和小学分队，与当地社

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共同维护公交

站台的整洁卫生。以后还将结合实际

情况，建立“大手拉小手”机制，将少

先队志愿服务力量引入社区，培养少

先队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志愿精神。

湖北武汉黄鹤楼
6月1日起全面“解封”

新华社武汉6月 1日电（记者 冯
国栋）湖北省武汉市地标、国家5A级

景区黄鹤楼 6 月 1 日起恢复常态开

放。黄鹤楼主楼内部以及周边展馆将

面向游客重新开放。

据黄鹤楼景区管理方、武汉市黄

鹤楼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恢复常态开放的区域，包括黄鹤楼

内的“历代黄鹤楼复原展”“大型重彩

写意壁画展”等室内展览，以及黄鹤

楼公园内的落梅轩、白云阁、奇石馆

和 南 楼 展 馆 。相 关 演 出 也 将 同 步

恢复。

按照相关公告，黄鹤楼景区恢复

常态开放后，将继续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黄鹤楼主楼瞬时接待量将不

超过 300人次，公园日接待量不超过

5400人次。园内展馆也将采取措施限

制入馆人数。

黄鹤楼景区将继续推行参观实

名预约、网络售票。票价恢复至每人

70元，半票价格恢复至每人35元。各

类免票、优惠办法不变。当天售票不

足4000张时，现场将提供购票服务。

入园前，游客须出示健康码，接受体

温检测。

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1 日电
（记 者 张晓龙 李志浩）根据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统计，

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投入约 5.1

亿元用于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投入资金已达去年全年

的 60%。

2018 年，新疆印发《自治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提出用3年时间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力争到 2020 年实

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过去 2 年多，紧邻大漠的新疆

沙雅县一直在加快落实“厕所革

命”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政府补贴一部分，村民自费一

部分，沙雅县古勒巴格镇奥吐拉库

勒达希村村民罗合曼·依米提仅用

几百元，就给家里装上了双瓮漏斗

式厕所。从室内看，这和城市里的

水冲式厕所无异；在屋外，连接室

内的管道将粪污输送到两口半掩

在地下、严密封装的瓮形装置内储

存，村里定期借助粪污抽吸车对瓮

形装置进行清理。

5 年前，罗合曼还是当地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靠着外出务工脱贫

的他感叹，这几年，镇上数以千计

的家庭告别了“跑旱厕”，居住环境

的巨大变化，更让他意识到好日子

值得奋斗。

今年以来，新疆乌什县探索政

府引导、乡镇委托、合作社（公司）

运营的农村物业管理模式，不少农

村享受到了物业公司的服务，一大

批农民加入物业公司，就地就近实

现就业。

乌什县奥特贝希乡巴什阿克

玛村村民艾则孜·吐尔洪说：“柴

堆、垃圾堆、羊粪堆，再不是随处

可见。”据乡里统计，物业公司成

立短短 1个多月，就处理各类垃圾

120吨。

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介绍，

截至今年 4 月底，全疆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 59.29%，农村卫生

公厕累计达 26834 座；7504 个行

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占

全疆行政村的 82.84%；1752 个行

政村的生活污水排入城镇管网或

进行集中、分户、联户处理，占全

疆行政村的 19.11%。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

业促进处处长陈肖说，自治区计划

在未来 2年继续加大投入，从全疆

选出一批示范村、引领村，对农村

人居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进行

填平补齐建设，开展村庄净化、美

化、亮化、硬化和绿化工程，进一步

改善村容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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