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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锚定绿色低碳 描绘美好图景
吴丽燕

（本版图片由湖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燕子衔春去，薰风带夏来。南太湖畔，生机盎然，处处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582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产业动能越发强劲，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一幅美美与共的画卷正徐徐舒展。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湖州努力构建经济富裕、收入富足、精神富有，服务优质、全域优美、制度优越的“三富三优”新格局。就在不久

前，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2021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绩效评价结果，湖州在设区市位列优秀等次。

奔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湖州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绿色为底色、改革为动力、标志性成果为牵引，对准“1+7+N”“1+５+ｎ”跑道，先试先行、塑造变革、

创新突破，上下齐心探索具有示范意义的绿色样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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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优势
城与乡共奏和谐曲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位于南浔区双林镇
箍桶兜村的浔稻生态园很热闹，站在观景台放
眼望去，成片的稻虾田里，纵横交错的田埂上，
游客人手一把钓竿正在垂钓小龙虾，欢声笑语
在田野间弥漫。“我们基地采取‘虾稻轮作’的
生态养殖模式，每亩能增收 3000 多元。这个
季节养小龙虾，还配套推出龙虾垂钓亲子游。”
箍桶兜村党支部书记王玮笑着介绍，五一期
间，基地共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

这些年，湖州乡村旅游备受青睐。“农村环
境好，玩的项目也多，很受城里人欢迎！”绿水
青山间，一幢幢原生态民居隐现的是吴兴区妙
西镇妙山村，80后的莫晓岚回乡创业经营起农
家乐，每年能挣到50万元。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作为首批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缩小城乡差距领域”试点之一，湖
州以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
全面推广“强村十法”，深化“三地”改革，部署
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双强行动”和“两进
两回”工程，创新开展“百贤百企兴百村”等系
列活动，增加农民收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去年，该市全面消除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
以下欠发达村，城乡收入倍差进一步缩小至

1.65。
湖州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

不仅注重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也关注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湖

州在聚焦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
还紧盯宜居环境、公共服务、要素

配置、数智进程 4 大差距，通过打
造组团式未来乡村，共建城乡义务教

育、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能力，畅通资
金、科技、人才下乡通道，推进城乡网络

一体化建设等举措，打通城乡经脉。
每周六，长兴县夹浦镇丁新村卫生服务

站内都会聚满村民，该县中医院呼吸内科主治
中医师毕华剑，会固定在这天进村会诊。不用
进城，就能在家门口看上专家号，这是如今湖
州村民感受的幸福体验。据统计，湖州已组建
8 个县域医共体和 2 个城市医联体，基层就诊
率和县域就诊率分别达72.7%和90.6%。

湖州加快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去
年底教共体覆盖全市60%以上的镇区学校，优质
教育资源在城乡间不断流动；在全省各地市率先
实现全域公交一体化，“城际网、城市网、城镇网、
镇村网”四个层级的公交网络体系进一步完善；深
化城市文化空间建设，遍布城乡的城市书房和农
家书屋，成为群众喜爱的网红地⋯⋯随着更多优
质资源开放普及，湖州“城”与“乡”之间，迈向共同
富裕的奏鸣曲愈发和谐动人。

数字赋能
经济社会全方位转型

如何完善体制机制激发推动共同富裕的强
大合力？眼下，数字化改革成为一把“金钥匙”。

在湖州“城市大脑”，已累计归集公共数据
超 1000 亿条，形成智慧医保、民意热线、数字
乡村40个数字驾驶舱，开放与民生密切相关的
普惠金融、交通出行、医疗健康、市场监管、社
会保障、文化旅游等六大领域数据，以数字化
改革助推共同富裕。

作为全国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湖州早在 2017 年就启动开发“绿贷通”平台，
力图用数字技术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银行“获客难”“尽调难”等问题，目前已累计帮
助 3 万多家企业与银行对接，获得银行授信超
3000亿元。就在日前，“绿贷通2.0”正式上线，
新平台初步形成了绿色金融的全生命周期服
务模式。

这些年，湖州不断探索打开绿水青山到金
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可计价、可交易、能融资，
安吉的“两山银行”，在让生态资源成功变现。

“竹林里的新鲜空气，也能换来真金白银了！”
凭借 5425 亩竹林，山川乡大里村党总支书记
应忠东代表村集体，成功拿到该县首批竹林碳
汇收储交易金27.5万余元。

伴随着城市发展的息息脉动，数字化不断
渗透湖州各行各业。打造童装产业大脑，快速
实现近千家企业产能跨区域调配，整体产能利
用率提升 20%以上；获批全省唯一的自动驾驶
和智慧出行示范区，德清智慧出行产业集聚效
应初显；“数字大田”“数字畜禽”“数字渔业”

“数字果蔬”等未来农场遍地开花，改变着“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印象⋯⋯

在湖州，一系列数字化改革场景次第运
用，一系列多跨场景在深化改革的图景中交
互，正撬动经济社会全方位转型，为“共富”
闯新路、开新局、办实事显现出应有的价
值。

“不用跑部门、交材料，每个月在家
就能收到 917 元救助金，看病的医药
费，还有水电费都有减免，很方便。”南
太湖新区滨湖街道塘甸村困难群众孙阿
三，对政府推出的智慧救助服务连连点赞。

“遇到身体不舒服，只要按智能手环 3
秒钟，社工就会知道。”德清县阜溪街道三桥
社区，63 岁的独居残疾老人杨红旗，为政府送
来的智能手环竖起大拇指。除了应对紧急情
况，手环还能实时监测老人的心率、血压、行动
轨迹等数据，上传到平台后，工作人员能根据
老人的实时健康状况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

大数据赋能美好生活。湖州正加快推动
数字社会应用线上线下服务贯通，打造浙里基
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
办等重大应用⋯⋯

以人为本
共建共享格局加速形成

以人民为中心，湖州正奋力提升可持续创
富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认同感仍是重点。

近日印发的《2021年度浙江省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和认同感监测评价报告》，湖州综合评价得
分85.13，比全省面上水平高1.75分，在11个设
区市中位列第一。其中，17 项指标中，公共安
全、生态环境、精神文明、交通出行、社会救助
这5项指标均排前列。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湖州，一座有着 5000 年文明史、近 2300

年建制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丝、瓷、
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就在上个月，该市
提出要打一场光耀文化的“战役”，实施红色根
脉守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研究、历
史文化发掘等 12 项工程，厚植文化自信力，增
强干部内驱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大道至简，文化润心。2020 年，湖州以设
区市复评全国第一名的成绩实现“连冠夺牌”，
并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市县“满堂
红”。傲人成绩的背后，是这座城市抓铁有痕
的执行力、向上向善的凝聚力和融入血液的文
明基因。

最美女儿章宬，勤工俭学，照顾病母撑起一
个家；最美护士潘美儿，坚守山坳23年，把最美
青春献给麻风病事业；贴心民警沈云如，从警20
年扎根基层，让无户口人员重拾生活的希望；还
有最美保安李迎福、以行践诺沈红霞，中国好人
施献荣、朱水银、李猛、盛阿伟、张开荣、姚玉林

⋯⋯凡人善举，让这座城市温情不止；一位位正
能量人物，汇聚成这座城市的精神群像。

在吴兴，7个“家园”志愿广场示范点，整合
医疗、法律、教育、文化等社会力量，组建专家
志愿库，通过点单服务+巡回方式，服务人次已
超过6.7万余人。

在南浔，14万户家庭立家训，“最美家风+”
建设逐步从家庭走向邻里、村庄、社会，为构建

“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
村治理新格局注入正能量。

在德清，群众当主角，自发设立 79 项草根
奖，奖励各类先进典型逾万人，奖励金额超200
万元，民间设奖在德清蔚然成风。

在长兴，全县 265 个村（居、社区）的 21 万
户家庭建起文明诚信档案，诚信分数激发出群
众讲文明、重诚信的内生动力。

在安吉，成立的全国首个县级新时代文明
实践基金，已慰问、奖励各类先进典型数万人
次，资金350万元，服务各类群众30余万人次。

文化在提升，文明在流淌，精神变富有。
眼下，在湖州，多方各展所长，形成合力，汇聚
成推进共同富裕的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