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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蝶变
国家级保护鸟类成“常客”

生态环境好，鸟儿来报到。“现
在水好了，环境好了，珍稀鸟类也
就来了。”不久前，鸟类摄影爱好者
程普在王江泾镇运河湾国家湿地
公园拍到了西伯利亚银鸥。他说，
去年以来，他和爱摄影的朋友就发
现运河湾国家湿地公园里的鸟类
多了起来，有些很少在嘉兴出现的
国家级保护鸟类也频频亮相，这让
他们非常欣喜。

随着王江泾生态环境的不断
改善，湿地公园里的浅滩和芦苇
丛，水里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

都吸引鸟类前来栖息。国家级保
护鸟类成为“常客”，也折射了王江
泾镇的生态蝶变。

曾经，湿地公园湖荡水域大部
分被围圩为水产养殖水域，粗放的
围网养殖不仅影响了湿地景观，还
对湖荡水质造成了污染。为此，王
江泾镇构建党委主抓直管、纪委监
督推动、部门具体落实的工作格
局，先后实施退渔还湖、喷水织机
污染综合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截污
纳管、湿地生物栖息地保护恢复、
北部湖荡清淤水系连通等重点保
护修复工程，积极打造北部高能级
生态湿地平台。

为更好地做好湿地保护管理
工作，运河湾湿地公园管理中心于

2019 年设立，负责湿地公园的全
面保护管理，并配备监测巡护电瓶
车等日常监测设备。目前已建成
水文、土壤、空气、鸟类、鱼类等监
测点28个，通过定期动态测定和观
察，构建监测指标体系，准确反映
公园内湿地生态现状及动态变化。

如今，运河湾国家湿地公园生
态系统优良，具有独特的湿地风
貌，野生生物物种多样。区域内共
记 录 有 维 管 束 植 物 76 科 157 属
183 种；脊椎动物 32 目 70 科 190
种，其中鸟类 14 目 33 科 76 种，鱼
类 10 目 20 科 82 种。该公园范围
内属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有野大豆、莲和野菱 3 种，属国家
Ⅰ级保护动物有黑脸琵鹭，属国家
Ⅱ级保护动物有小天鹅、红隼、凤
头鸊鷉、凤头麦鸡、水雉、彩鹬、东
方鸻等近七十种鸟。

碧水绕村
描绘“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阳光照耀下的王江泾镇田青
村田西港，水面如明镜一般，微风
吹过，水面漾起一道道涟漪。走近
细看，沉水植物在水中摇曳的姿态
清晰可见，宛如“水下森林”。

“此前，我们通过截污控源，内

源治理，栽种各类沉水植物和挺
水、浮叶植物，建设曝气装置及景
观喷泉，对田青港进行水生态修
复，提升河道自净能力。”王江泾镇
生态环境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
田青港河道透明度总体达到 1 米
以上，再现鱼翔浅底的清澈场景，
重现江南水乡原生态水系景观与
风貌。

田西港的美丽蝶变是王江泾
镇打好碧水保卫战的一个缩影。
为护好这一方碧水，同步实现河流
水域生态环境的高颜值和群众生
活的高质量，王江泾镇党委加快推
进、镇纪委监察办监督护航“碧水
绕村”“碧水绕镇”行动，高质量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今年以来，王江泾镇启动“污
水零直排”提质扩面强基工作，已
完成 18 家工业企业排水许可证申
领；启动莲泗荡风景区、王江泾主
镇区及古塘村区域碧水河道建设，
开展水下森林生态修复工程，配套
布设微纳米曝气、生态浮岛等水体
生态修复设施；通过纪委监督检
查、部门齐抓共管等多方联动，提
升生态环保力量⋯⋯“碧水绕村”

“碧水绕镇”释放的“生态红利”让
居民拍手叫好。

同时，王江泾镇还与江苏省吴

江市建立省际边界水环境联防联
治机制，实现北部水质有效管控。

如今漫步王江泾镇，洁净的河
水缓缓流淌，“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向“绿”而行
擦亮生态发展底色

保护好生态环境，就保住了发
展底色。王江泾镇拥有丰富的生
态资源，更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渔俗
文化、稻作文化、丝织文化、桥船文
化和美食文化等文化，逐步形成王
江泾镇的湿地文化旅游品牌。“我
们立足运河文化的挖掘，结合本地
文化和产业，新建王江泾非遗展示
馆、渔文化展示馆、荷文化展示馆
等文化场馆，彰显地方文化特色。
同时，开展春季网船会、夏季荷花
节、秋季大运河音乐节、冬季渔文
化节‘运河之韵’系列节庆活动，一

年四季活动不断，打响了运河文化

旅游品牌，推动湿地经济高质量发
展。”王江泾镇相关负责人说。

创 新 思 维 ，挖 掘 湿 地“ 宝
藏 ”。 王 江 泾 镇 推 进“ 文 化 + ”

“ 旅 游 + ”跨 界 融 合 发 展 ，开 发
“荷佳宴”等地方特色餐饮，培育
“闻川市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
打造“ 农民画乡访廉路”红廉文
旅线，并将江南网船会、江南灶
画 等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融
入旅游产业链，让文物古迹“ 活
起 来 ”，让 非 遗 技 艺“ 亮 起 来 ”。
同时，王江泾镇整合湿地景观资
源，推出“湿地水乡”精品线，吸
引 更 多 的 目 光 、聚 集 更 旺 的 人
气。

“守好‘生态绿’，既提升了城
镇的形象，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实现了区域生态、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和谐统一。”王江泾镇相
关负责人说，接下来，该镇将继续
做好“保护、管理、经营、研究”4 篇
文章，像绣花一样管理好湿地，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
领湿地发展，进一步探索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宜
居城镇，切实增加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图片由秀洲区王江泾镇提供）

秀洲王江泾镇：守好湿地“生态绿色”提升群众幸福成色
姚振清 朱婷婷 郁馨怡

时入夏日，在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的美丽乡村，每到节假日

和周末，就有一波又一波游客前来游玩，在碧波清流、水色旖旎中，

欣赏绿色生态美景，体验乡村野趣。

王江泾古称闻川，是一座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河通古今、

一脉传千年的古镇。一条生态绿道连接着大运河、长虹桥和碧波

荡漾的莲泗荡景区，串起王江泾镇的曼妙风情。

“生态绿”是王江泾发展的动人色彩。近年来，王江泾镇充分

利用得天独厚的湿地生态条件及千年运河古镇的文化积淀，大力

营造生态湿地景观，深入挖掘文化湿地内涵，着力提升农耕湿地效

益，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以生态赋能，充分做

好美丽城镇融合发展大文章。

王江泾镇、盛泽镇环保部门工作
人员联合巡河

王江泾镇美丽乡村

学生在公园写生

运河水镇

在王江泾镇运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拍到的西伯利亚银鸥在王江泾镇运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拍到的西伯利亚银鸥

为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营造团结
一致、争先恐后的干事创业氛围，5 月
29 日，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在中华民
族传统节日端午节来临之际，于千年
古堰——通济堰旁，举办“逐浪千年古
堰 共建碧湖新城”端午龙舟普及体验
活动。

“我是土生土长的堰头人，从小就
喜欢泡在松阴溪里，今年 61 岁了，在松
阴溪里划龙舟，真的还是第一次。”活动
现场，村干部张伟武开心地说。

据了解，碧湖镇共组织了 5 支队伍
参加本次活动，成员有镇政府和丽水工
业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还有辖区村干
部、教育工作者和企业家代表。

“我们这次龙舟活动重在普及体
验，5 支队伍间不进行竞速对抗。每支
龙舟上，都聘请了龙舟运动专业人士
作为鼓手和舵手，负责控制节奏和安
全引导。此外，现场还配备了 3 艘冲锋
舟，每艘冲锋舟上有 2 名救生员，负责
做好安全保障。”碧湖镇宣传委员王燕
介绍。

活动现场，参与者身穿救生衣，在
教练员的指挥示范下，认真学习掌握持
桨、平桨、划桨等动作要领后，缓缓将龙

舟划至水域中间。
“我也是第一次体验龙舟这项运

动。我觉得最心慌的是上龙舟的那一
刻，因为它会摇晃。后来，在教练的带
领下，我们齐心协力把龙舟稳住，又慢
慢把龙舟划到江中，到后来大家划得越
来越带劲，都不想上岸了。”碧湖中学钱
萍萍老师说。

5 支龙舟队完成体验活动上岸后，
来自丽水学院、丽水公羊会、丽水平安
保险的3支专业龙舟队为大家献上了一
场精彩刺激的竞速表演，岸上观众直呼
过瘾。

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参与者颁发了
端午粽子，提前让大伙品尝到端午节的
特色美食。

本 次 活 动 也 吸 引 了 不 少 当 地 村
民、景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驻足观看，
他们还为队员加油助威。“得知堰头将
举办意义非凡的龙舟活动后，我跟朋
友商定要把碧湖镇首次龙舟活动好好
地记录下来，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在现
场等候了。”碧湖镇本土摄影爱好者叶
益平说。

“ 堰 头 村 这 片 水 域 经 过‘ 五 水 共
治’后水质优良，同时水面开阔、水流

平缓，据专业人士分析，非常适合龙舟
运动的开展，此次举办龙舟体验活动
也是为了给碧湖新城增添活力。”碧湖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丽伟介绍，接下
来，碧湖镇将把龙舟运动作为一项新

的品牌活动来培育，让更多的碧湖群
众参与其中，同时继续创新活动开展
形式，通过一系列的品牌活动，提升碧
湖新城美誉度和知名度，为碧湖新城
集聚更多的人气。

千年古堰首次赛龙舟 碧湖新城迎来新活力
唐 宝 任 斌

2022年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端午龙舟普及体验活动现场，村干部联队奋力划桨。
叶益平 摄

日前，在湖州市南浔区旧馆街道“红带蓝”调解小组的
追踪调解下，一起长达29年的土地承包权纠纷得到妥善合
理解决。这是旧馆街道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打通基层治理

“神经末梢”的生动案例。
为进一步做好矛盾调解工作，切实解决群众诉求，去

年以来，旧馆街道充分发挥红色“老娘舅”多年服务基层，
熟悉社情民意和蓝色专职网格调解员深入基层，易于排摸
矛盾纠纷的优势，组建了 13 个“红带蓝”小组，每个小组分
别有 1~2 名“老娘舅”导师和 2~3 名专职网格员，定期开展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简单问题就地调解就地化解，复杂问
题通过“红+蓝”模式组成调解小组，对案件进行深入分析，
形成调解方案。

楼顶漏雨、车挡出路、喂鸡扰民、家庭不和、邻里吵
架⋯⋯现在，在旧馆街道，这些“疑难杂症”“鸡毛蒜皮”
的小事有人管了，居民的获得感和赞扬声也与日俱增。

“往往是生活中的这些琐事牵动着老百姓的心，若不
及早处理，就会滋生大矛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老娘
舅’和网格员不容小觑。”旧馆街道社会综合治理服务中心
主任戚明说，“红+蓝”模式之所以能巧妙地处置矛盾隐患，
离不开街道推行的“102030”工作机制。

“102030”工作机制即在每月 10 日、20 日、30 日，召开
工作例会、疑难问题分析会、比学赶超交流会，通过定期回
顾总结、交流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提升“老娘舅”和网格员
专业水平和履职尽责能力，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
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

今年以来，旧馆街道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144 起，化
解成功率达 100%。下一步，该街道将进一步吸纳党员、
乡贤、志愿者等社会力量，通过挖掘基层治理中的典型经
验、典型人物，提炼总结基层治理工作中的特色亮点成
效，创造出更多可借鉴、可推广做法，不断提升街道基层
服务管理水平。

南浔旧馆激活
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梅秋霞

（图片由南浔区旧馆街道提供）（图片由南浔区旧馆街道提供）

“红带蓝”调解理论培训现场

近日，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多次
组织电力服务专班开展“走访+”行动，
上门了解企业用电需求，现场解决难
题，当好企业用电服务“电保姆”，在服
务“加码”、绿色发展、能效提升等方面
给予有力支持，为企业纾困解难、“输血
补气”。

服 务“ 加 码 ”，让 企 业 用 上“ 及 时
电”。为支持地方企业发展、保障重点
项目推进，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积极推
广“网上办”“码上办”等线上服务渠道，
建立起电企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进一
步优化办电流程、压减办电环节、提升
企业办电效率，持续为企业提供“一对
一”“点对点”的全方位服务。

日前，中电科技德清华莹电子公司
因业务发展需要，需进行整体搬迁。为
此，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为该企业量身
定制了临时10千伏供电的优化方案，就
近增加电力接入点，不到10天就让企业
用上了“及时电”。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还在减少企业
接电成本上下功夫，聚焦小微企业接电降
本增效，对接电容量160千伏安及以下低

压用户实施“零成本接电”，为企业临时用
电提供用电设施租赁服务，降低电力配套
建设支出23万元。

光伏“蓄能”，助力企业“绿发展”。
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积极开展德清光
伏可开发资源摸排，指导用户将屋顶光
伏开发项目与厂房建设同步规划、同步
建设、同步验收，加快推进光伏倍增计
划在德清落地。截至目前，德清全县 96
个企业项目选择光伏屋顶发电，共实现
并网容量50.6万千瓦时。

为确保分布式光伏有序并网、全额
消纳，该公司还在全省范围内率先上线
清洁能源消纳智慧管控平台，充分应用
物联网感知技术，实现了新能源发电功
率预测、并网线路运行方式建议、区域
碳排放分析和智慧调度等功能，保障了

新能源发电“可观察、可预测、可调度”，
为企业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供电+能效”，为企业发展添“翼”。
依托能效工程师团队，基于企业能效账
单，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积极开展“供
电+能效”服务，从企业各时段电量、峰谷
电占比、基本电费和设备运行状况等方
面入手，对企业进行全方位能效评价，指
导企业通过调整生产线启停时间、替换
高耗能设备、精准报装用电容量等方式
降本增效。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出动能效工
程师 236 人次开展‘走访+’专项行动，
累计为224家企业制定了‘一企一策’用
电优化策略，为企业节约电费支出约
112 万元。”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营销部
副主任张福杰说。

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

“电保姆”精准服务 助企纾困出实招
严佳璐 陈海龙

国网德清县供电公司组织电力服务
专班开展“走访+”服务 陈海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