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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浙”五年·迎接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特别报道·湖州篇

初夏的太湖南岸，满眼是绿，
一片勃勃生机。

在刚满三周岁的湖州南太湖
新区，南太湖 CBD、总部经济园等
40 幢产业大楼全面进入主体施工
阶段；中节能智谷产业园等 4 个创
新创业平台即将投入使用；浙江大
学湖州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长三
角研究院（湖州）两个重量级平台
落地见效⋯⋯锁定智力密集、环境
友好的“3+1”现代产业体系，一个
助推湖州高质量赶超发展的强力
引擎正加速形成。

这是湖州勇当绿色低碳发展
探路者的生动缩影。作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过
去五年，湖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赋
予的“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胜前
进”的新希望新要求，不断擦亮“绿
色”这一最鲜明的发展底色，孜孜
以求拓宽“两山”转化新通道，全面
打响“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城市
品牌。

五年来，叶子变“票子”、空气
能“卖钱”的故事在湖州频频上演，
生态经济化为城乡发展带来更多
可能。

2021 年 12 月，在西班牙马德
里举办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
24 届全体大会上，安吉余村从 75
个国家的 170 个乡村中脱颖而出，
入选首批“最佳旅游乡村”。借助
生态优势和专业运营，吴兴区妙西
镇的生态旅游在短短 5 年内做大做
强，小镇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乐享生态红利。

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造就了湖州的高颜值，更为百
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依托绿
水青山发展乡村旅游，一条农文旅
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湖州路径日
渐清晰。2017年，该市旅游总收入
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虽受疫情
影响，但近两年旅游成绩单依旧亮
眼：2020年接待游客恢复率居全省
第一，2021年乡村旅游经营性总收
入居全省第一。

在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7.85 平方米，市区人均住房面积
42.1 平方米，全市住房保障受益覆
盖率达 26.4%⋯⋯湖州人身处“天
堂中央”的幸福感不断增强，也吸
引着项目、人才纷至沓来。2017年
以来，该市新开、竣工亿元以上工
业项目分别达 1880 个、1354 个；累
计 招 引 大 学 生 及 各 类 人 才 39.3
万人。

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源源不
断的新动能。五年来，经济领域的
绿色转型成为推动湖州高质量赶
超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
为契机，强化“双碳”目标引领和任
务倒逼，深入开展产业基础再造和
产业链提升工程；以“亩均论英雄”
改革为标准，通过正向引导和反向
倒逼持续深化产业集约化转型，提
升生产要素资源的利用率；以数字
化改革为方向，在全国首创“碳效

码”，381 个行业 3700 余家规上企
业的碳效标识赋码全覆盖，节能降
耗的脚步坚实有力⋯⋯

五年间，湖州规上工业增加值
成功突破千亿元，年均增长 8.9%。
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 比 重 分 别 达 37.2% 、62.0% 、
31.4% ，较 2017 年 分 别 提 升 7.3、
20.3、6.3 个百分点。湖州成为全国
首个以“绿色智造”为特色的试点
示范城市，连续两次获评国务院促
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
显市。

“生态标准”湖州造！作为全
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五年来，湖州在标准、制度、立
法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朝着为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湖州经验的

目标孜孜以求，以制度形式固化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精雕细琢共同富
裕绿色样本。

2017 年，湖州发布全国首个
《生态文明标准体系编制指南》地
方标准，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国家
标准委批准创建的生态文明标准
化示范区。2021 年，又在全国率
先发布“两山”转化地方标准，并
启 动 省 级 标 准 立 项 工 作 。 五 年
间，该市已制定发布生态文明建
设 标 准 近 百 项 ，其 中 国 家 标 准
10 项。

回望是为了更好启示未来。
对标湖州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

“奋力建设绿色低碳共富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湖州”的新目标，340 多万
湖州人正以追风赶月般的奋进之
姿，奔向新的逐梦之旅。

湖州：勇当绿色低碳发展探路者
本报记者 杨新立

到过湖州的朋友，一定会对随处
可见的城市形象宣传标语——“在湖
州看见美丽中国”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诞生地，这些年来，湖州不断推进

“三生”融合发展，打响“在湖州看见美
丽中国”的城市品牌。

从全新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发布到
城市形象标识的亮相，从长三角主要
领导座谈会期间的城市路演到“盛装”
亮相上海召开首场城市推介会，湖州
城市营销“大动作”频频。五年来，这
座城市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是美好愿
景，更是庄严承诺。

近年来，湖州不断丰富生态保护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建设成
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实现“美
丽浙江”考核九连优，持续擦亮“在湖
州看见美丽中国”城市品牌的底色。
同时不断整合部门优势资源，以招商
引才、城市营销、城市建设等为重点，
着力提升城市对外影响力，加速高端
要素集聚。

这期间，340 多万湖州人民的凝
聚力、认同感和荣誉感也在不断增
强。2020年底，湖州以设区市全国第
一的成绩夺取文明城市“两连冠”，并
成为全省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全国文
明城市“满堂红”的城市。

打造城市品牌，讲好湖州故事，赋
能地方发展。当下的湖州，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与“在湖州看见美
丽中国”城市品牌正相互促进、高度融
合，牵引和推动着这座城市向美好未
来从容迈进。

一个城市品牌

在湖州看见
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 吴丽燕

在湖州随处可见的城市形象宣传
标语。 湖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长兴县小浦镇，值班医生汪友生
通过“在线云问诊”应用和数字药房，
为村民周益华进行远程问诊并开具
相关药品，让其不出村就享受到医疗
服务。

南浔区菱湖镇，智慧渔业养殖管
理系统接入乡村治理村级数字化平
台，实时掌握当地养殖户生产、经营
情况。

这样的场景在湖州随处可见。
它起源于 2020 年德清县发布的全国
首个“数字乡村一张图”县域建设标
准。“数字乡村一张图”，利用现代信
息与互联网技术，实时感知农村生
产、生活、生态动态详情，实现乡村精
细化管理和数据的集成应用。

湖州以时空信息云平台空间数
据为基底，完善农村耕地、水域、林
业、农房等资源数据体系，叠加覆盖
城乡生活污水、垃圾分类、交通设施
等实时信息，融合粮食、水产、畜牧等
产业数据，同时与50多个部门进行深
度数据交换，摸清家底，全面推进数
字乡村建设，全域推广“数字乡村一
张图”。

目前，全市 916 个行政村上线运
用“数字乡村一张图”，已实现全覆
盖。在日前发布的数字乡村指数全
国百强县榜单中，德清、安吉喜获前
两名。

数字赋能，使得信息、人员、技术
等各种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
动，加快了湖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步伐，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五年
来，湖州市城乡收入倍差不断缩小，
2021 年为 1.65，年经营性收入 50 万
元以下的欠发达村已全面消除。

数字改变乡村，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更多可能。

一张数字图谱

在这里感受
乡村智治

本报记者 吴丽燕

德清县莫干山镇五四村“数字乡村一
张图”。 共享联盟德清站 白羽 摄

俯瞰湖州市区。 共享联盟湖州中心站 项飞 摄

绿意盎然的安吉余村。 拍友 王迅 摄

航拍太湖龙之梦乐园。 拍友 王迅 摄

数说湖州这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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