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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十年·嘉兴“浙”十年·嘉兴

自觉对标“两个先行”全力奋进“两个率先”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嘉兴人民感恩奋进，推动各项事业大发展、大跨越的十年。嘉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路子勇毅前行，厚积薄发、

蝶变跃升、跨越发展，革命红色、经济蓝色、文化青色、生活金色、生态绿色相互交织，生动勾勒出一幅“五彩嘉兴”的美好画卷。

面向新征程，嘉兴将坚决扛起红船起航地的政治担当，率先形成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标志性成果，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市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

本报记者 郁馨怡 见习记者 徐惠文

“我们即将到达嘉兴火车站北广场，在这里，
可以看到按1∶1比例原风貌复建的嘉兴火车站
1921站房。”近日，嘉兴国鸿公交红色旅游讲解
员倪越给101路公交车上的游客讲解了线路每
一站的红色故事。今年7月以来，他和同事们组
成的红色旅游讲解团已经服务了十几批游客。

透过车窗看风景，连接城乡两地的101路公
交车是嘉兴统筹城乡发展的见证者。2004年，
习近平同志在嘉兴调研期间，殷切希望嘉兴“完全
有条件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典
范”。红色足迹寄深情。18年来，嘉兴始终牢记嘱
托，走出了一条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新
路子。今年6月，101路红色旅游公交线路成为嘉
兴8条“一起来嘉游·初心第一课”红色教育精品路
线之一，打造更具嘉兴辨识度的“红色思政课”。

101年的沧桑巨变，1趟公交和1条红船

共同讲述着嘉兴这座红色之城的初心和使
命。以红船精神为引领的“革命红”，是镌刻在
嘉禾大地上最鲜明的底色，也是推动城市品质
精彩蝶变的内生动力。

在城市发展中，嘉兴把增进人民幸福感当
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无论是告别

“拎马桶”“筒子楼”的城市有机更新，还是火车
站、快速路、文化艺术中心、市域外配水工程等
民生工程的建成投用，无不体现了嘉兴努力让
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看得见、摸得着的初衷。

传承红色基因，无愧使命担当。去年，嘉兴
高质量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各项
工作，办好中央和省级重大活动25场、群众性文
化活动1000多场，激发了全市干部群众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的巨大热情，直接参与群众达120
多万人次；不断深化党建高地建设，创新开展新
时代“网格连心、组团服务”，党群干群关系融洽率
达97.9%，党建引领红动禾城的氛围愈发浓厚。

革命红 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本报记者 宋彬彬 通讯员 屠建平

又一世界500强将打上“桐乡智造”的烙
印。近日，桐乡市数字经济双创中心传出喜
讯，盛景智能科技（嘉兴）有限公司拿下潍柴动
力的新产品装配中心视觉系统项目，将为其提
供自主研发的机器视觉软件平台，实现柴油机
的视觉智能防错。“结合视觉检测、定位等技术，
我们自主研发的工业相机硬件，在一批行业头
部企业得到应用。”盛景智能公司联合创始人
刘扬说，落户不到一年，销售额已突破1亿元。

“互联网+”高地加速崛起。作为桐乡经
开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平台，桐乡市数字经
济双创中心成立3年来，累计吸引288个项目
落户。截至今年6月底，本年度企业累计产值
达12.82亿元，同比增长20.49%，成为桐乡创
新发展的新高地。

在嘉兴，最活跃的莫过于以创新开放为动
力的“经济蓝”。近年来，嘉兴坚持把发展数字
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从2015年的225亿元增加到2021年
的655.2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连续五年稳居全省第二位，数字经
济综合发展水平列全省第二位。

伴随经济实力提升，城市能级不断提升。
嘉兴坚定不移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首位战略，打好枢纽
嘉兴、品质嘉兴、创新嘉兴、开放嘉兴“四大会
战”，纳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南向拓展带，加快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善
片区。此外，钱江通道北接线、杭海城际铁路
等一批重大工程建成投用，嘉兴机场正式获批，
苏台高速二期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嘉兴港迈
入“亿吨大港”行列，嘉兴城市竞争力明显增强。

经济蓝 激活创新发展新动能经济蓝 激活创新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顾雨婷 实习生 杜钰敏
通讯员 钟晓燕

近日，嘉兴市图书馆总馆少儿阅读区里，
市民刘冬带着5岁的女儿体验了一回“听阅一
体”服务。书架上新上线的“悦心听读本”，乍
看像戴着耳机的卡通小狗玩偶，其实是有声
书，开机就能自动讲故事。

针对农民、新居民、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
今年，嘉兴市图书馆创新推出了“听阅一体”数字
化阅读服务，用声音代替文字，让阅读资源走进
千家万户。未来三年，嘉兴将建成资源丰富、功
能完善的线上线下声音图书馆。

在嘉兴，以历史人文为积淀的文化“青色”
十分厚重。嘉兴大力建设文化文明高地，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提炼并
弘扬“勤善和美、勇猛精进”的新时代嘉兴人文
精神。十年来，嘉兴不断挖掘文化资源、赋能

发展潜力，全面深入推进新时代文化高地文明
高地建设，文化强市的辨识度越来越明显。

近日，浙江省2021年度公共文化服务现
代化发展指数（CMDI）评估结果公布，嘉兴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实现全省“九连冠”。嘉
兴不断巩固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创建成果，率
先开展文化馆企业分馆创新探索和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健心客厅”建设服务，在城市空间嵌
入式打造“禾城艺”公共文化服务新品牌。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更有歌剧《红船》、大型
原创民族舞剧《秀水泱泱》首演，全国美术精品
创作工程暨第五届“红船颂”全国美展开展，一
系列红色群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今年，嘉兴创新推出“精神富有·润心在
嘉”十大标志性项目“十心行动”，随着农村种
文化、便民服务圈覆盖、心理健康服务品牌建
设等活动推开，一个“10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正铺陈开来。

文化青 一缕书香润万家

本报记者 肖未 共享联盟广陈镇微融站 陆丽君

“自从回村创业，收入起码翻了3倍！”近日，在平湖市广陈
镇龙萌村，90后村民沈建浩带着4名员工忙着做绿化养护。沈
建浩之前在企业打工，眼见村里发展快，就回村组建起一支30
人的村民工程队，专门从事绿化养护等工作。“以前年轻人都想
往城里跑，现在乡下也能挖‘金子’!”他说。

龙萌村是浙沪交界处的一个小村。村集体经济底子薄、致富
路子少，一度制约着村庄发展。近年来，借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东风，龙萌村一跃成为农业招商引资的热门村。眼下，3.38平方公
里的龙萌村，已经投产的亿元以上农业科技项目有5个。2021
年，龙萌村村集体经常性收入达到271万元，是10年前的近6倍。

华丽蝶变的，不只龙萌村。海盐县雪水港村主动参与通元镇
集体经济抱团发展项目，创设“强村三法”“富民三招”，2021年村
集体经济经常性收入达245万元；嘉善县缪家村引进“金凤凰”、念
活“土地经”、建起“旅游链”，打开了三产融合发展新视野，60岁以
上的老年人，人人都有养老金……

在嘉兴，最灿烂的是以均衡富庶为特征的生活“金色”。自
2009年起，嘉兴通过连续出台三轮“强村计划”，一村一策、精准发
力，推动城乡要素高效配置，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不断增强。

作为全省统筹城乡发展的先行之地，近年来，嘉兴不断推进城
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建设“现
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全面推进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2021年，
嘉兴所有村集体年经常性收入均超120万元，城乡收入比为1.60∶
1，倍差全省最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8年居全省第一。

生活金
村村“年收入”超百万
生活金
村村“年收入”超百万

本报记者 王杭徽 通讯员 黄妙妙

这几日，高温“烧”退，阳光穿过清澈的湖水照进湖底，十多
种沉水植物在水中摇曳生姿，鱼虾穿梭其中，形成繁茂而美丽的

“水下森林”。这里，就是嘉兴南湖。
作为嘉兴人的母亲湖，2020年，南湖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开

工。目前，南湖水质已稳定保持在湖库Ⅲ类水标准。湖水水体
透明度基本维持在80厘米以上，部分区域可达100厘米，较治
理前的20厘米至30厘米大幅提升。

一汪南湖水，折射一座城。2012年9月11日，嘉兴市启动
“五水共治”工作，召开全市千人治水大会，决心消灭黑河臭河垃圾
河，坚决消灭劣Ⅴ类水质。由此，嘉兴开启了一场关乎百万人民福
祉、永续城市发展的绿色逆袭。十年来，嘉兴持续擦亮以秀水泱
泱为基底的生态绿色，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历史性改善，连续三年获
治水“大禹鼎”，捧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碧水提升战、蓝天保卫战、净土持久战，一串串数字勾勒出梦
里水乡还复来的新图景：嘉兴全市省控断面Ⅲ类水从2012年“零
占比”提升到了今年上半年的100%，水质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
初水平；全市PM2.5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下降到
2021年的每立方米26微克，空气优良率提高到90.1%；全市生活
垃圾焚烧处置能力从2017年日缺口1100吨到目前日盈余约
2000吨，在全省率先实现生活垃圾“零增长、零填埋、不出县”。

乘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风，嘉兴还着力强化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共同推动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不断提升。嘉善县联合上海市青浦区、苏州市吴江区创新
一体化生态环境“三统一”机制；秀洲区和吴江区携手实施“五位
一体”水域联防联治协同机制；平湖市联合上海市金山区建立长
三角地区首个“水事议事堂”……

生态绿
绘就秀水泱泱新画卷

“禾城驿·温暖嘉”城市驿站里，市民们乐享书香。 本报记者 王志杰 摄

在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新农人在果园直播卖桃。 本报记者 王志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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