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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力、城乡品质、发展活力、民生福祉实现“四个蝶变跃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湖州牢记谆谆嘱托，坚持以“八八战略”为统领，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

领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勇当绿色低碳发展的探路者，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绿、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站在新起点，奋进新时代，湖州将进一步坚决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胜前进”的新期望新要求，奋力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推动5820平方公

里的“江南清丽地”呈现一幅更具实力活力、更显品质人文、更加美丽幸福的新图景，为全省推进“两个先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逐绿先行 向着绿色低碳共富阔步前进
本报记者 叶诗蕾 吴丽燕

“浙”十年·湖州

背靠青山、面朝湖水，近日，湖州西塞科学
谷正式开园，一幢幢低密度、低楼层、高颜值的
办公和科研用房陆续迎来科创团队。

看中了湖州“拎包入驻”的优质服务、
“长三角地理中心”的优越区位、“西塞山前
白鹭飞”的优良生态和“低成本创业之城、高
品质生活之城”的发展前景，由西安交大教
授、博士生导师王盛领衔的中子科学实验室
日前落户科学谷，科研团队将在风景秀丽的
西塞山下潜心研究中子无损检测和硼中子
俘获治疗癌症技术等前沿科技。“相信未来
这里将成为长三角重要的创新资源集聚平
台。”王盛说。

近年来，湖州始终把绿色低碳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主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构建以
南太湖新区和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为龙

头的“2+8”高能级平台体系，加快培育以绿色
智造为特征的八大新兴产业链。2020年，湖
州创新提出发展“创谷经济”，在宁湖杭生态创
新廊道上，布局西塞科学谷、阳山时尚谷、莫干
论剑谷等“创谷”，将创新基因植入绿水青山，
聚力打造以新产业导入、新人群集聚、新经济
蝶变为特色的创新创业新形态。这也是湖州
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中，积
极探索以绿色创新引领生态资源富集型地区
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随着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优化，湖州高质量
发展的底色越来越“绿”。2021年，该市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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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谷经济 绿水青山孕育新动能

处暑已过，持续高温终于得到缓解，安吉
县报福镇景溪村的万亩竹海已是凉风徐徐。
景溪村党总支书记黄大伟一有空就会到村里
的竹林转转，沿着新建的林道，查看毛竹生长
情况。“多亏碳汇改革，我们这片几近荒废的毛
竹林又活了过来！”黄大伟说。

“竹林碳汇”，这个让不少人还略感生疏的
名词，已成为安吉乡村的发展新模式。

2021年12月，安吉“两山合作社”搭建全
国首个县级两山竹林碳汇收储交易中心，形成
了“林地流转—统一经营—碳汇收储—平台交
易—收益反哺”的全链条闭环。

“将村里12811亩毛竹林的碳汇流转至交
易中心，我们可以收到近1.5亿元的交易收储
金。”黄大伟说，这笔收储金由“两山合作社”投
资经营，增值产生的净收益将全部反哺给村集

体和村民。竹林空气能“生金”，村民得到了实
实在在的生态红利，守林护绿的积极性被彻底
点燃了。为提升竹林固碳能力，不少村民自愿
加入了景溪福林毛竹专业合作社的护林队，帮
助修剪竹梢、养护毛竹。

山水林田皆是资本，绿水青山均是生
产力。眼下，湖州正依托“两山合作社”平
台，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动
诠释着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
的绿色发展实践。据统计，目前该市已累
计存入各类生态资源点位 550 余处，策划
形成项目 205 个，成功转化（即交易开发）
抱竹山庄、“正大”淡水种业全产业链等项
目 39个，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2200余万元，
为农户增收 3300 余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2800余个。

竹林碳汇“两山”转化打开新通道

作为我省大湾区建设首批确立的“四大新
区”之一，已满3周岁的南太湖新区，正不断变
化和成长着。近日，记者走进南太湖未来城的
CBD项目，塔吊林立、机声隆隆，工程车来回
穿梭，近5000名工人争分夺秒抢抓工期，高
318米的主地标塔楼已初见规模。

南太湖未来城，是提升湖州中心城市能
级的核心区、引领湖州未来发展的主平台。
眼下，包括南太湖CBD项目在内，29个在建
项目正加快推进，40幢总面积 300万平方
米、总投资300亿元的产业大楼超过一半已
经结顶，新城框架全面拉开，整体形象基本
成型。不久的将来，这里将聚集总部经济、
高端商务、文化创意、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等
新业态。

湖山大道、五一大桥、内环（北线）快速化

改造工程一段通车，浙北医学中心、奥体中心、
城市规划展览馆启用……近年来，湖州通过优
化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不
断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和带动力。

湖州还全力推进拆旧建新、危旧房改造、
历史建筑保护传承等工作，并根据“一统三化
九场景”的未来社区创建理念，打造全域未来
社区。同时，围绕教育、医疗、通行、环境等重
点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
能级。

随着城市变大、变高、变美，湖州人诗意栖
居的梦想正在一步步靠近。截至2021年，该
市已累计铺就绿道966公里，中心城市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17.85平方米，市区人均住房面
积达42.1平方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
66％。

拥湖发展 城市品质能级大提升

“不用再来回跑，也不用重复检查，省时省力又省钱。”日
前，在远离县城的长兴县煤山镇，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集团煤山
分院医生徐群星，调取了村民张水姐在市级医院做的脑部CT
检查结果，很快完成了诊断和配药。

实现医检结果互认共享延伸至镇村，是湖州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又一创新举措。为破解医疗数据到不了基层、基层
检验检查结果上级医院不能认等难题，今年该市以数字化改
革为牵引，将五级医疗机构的数据壁垒逐一打通，目前已覆盖
全市67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703家村卫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为了破解城乡居民看病不方便的问题，早在2017年，湖
州就开始探索县域医共体模式，先后组建8个县域医共体，实
现了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双向奔赴”；2019年，该市
又组建两大城市医联体，率先实现医共体（医联体）市域全覆
盖。目前，该市基层就诊率和县域就诊率分别达到73.31%、
90.73%。

“县级医院专家每周到乡镇卫生院‘传帮带’，提升医疗团
队的防病治病能力；‘家庭医生’下乡入户，上门服务……”德
清县洛舍镇卫生院副院长沈涛说，从医十年，他见证了医共体
改革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给百姓带来的获得感。

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当下，
湖州正不断完善城乡一体、医防融合、中西并重、全民参与、智
慧便捷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百姓健康基石不断夯实。

医疗下沉
百姓健康基石不断夯实

夏日的傍晚，南浔区双林镇华桥村俞家漾自然村和塔水
河自然村交界处水清岸绿，健身步道上不少村民边散步边聊
家常。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大家意见很大的卫生死角。变化，
源于一场名为“美丽提标”的专项整改行动。

“村庄环境长效保洁，是个老大难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当
天清理好了，过两天又变回脏乱差。”双林镇农业农村办主任
姚芳芳介绍，为解决这类老大难问题，他们把问题点打造成景
观点。“现在看着这么干净、漂亮，我们也更加爱护这里的环境
了。”村民俞水根乐呵呵地说。

文明创建，不仅面子要靓，里子更要实。引导市民共同参
与，是湖州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关键一招。2020年，该
市以设区市复评全国第一名的成绩实现文明城市“连冠夺
牌”，并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市县“满堂红”。拿下傲
人成绩后，湖州又拉开了实力、活力、品质、人文、美丽、幸福

“六个新湖州”建设的序幕。
让市民当主角，在湖州，你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十字路

口，当行人要闯红灯时，会有人伸出手，微笑着劝导；热闹的景
区内，当游客遇到困难，会有志愿者上前帮忙；餐馆内，服务员
会适时提醒顾客适量点餐、理性消费；中心城区爱心驿站内，
志愿者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太湖南岸，志愿红，成为
城市一抹最温暖的底色。

截至目前，湖州共有注册志愿者逾61.3万人，服务时长
超过445.6万小时。既有环境美又有生活美，既有外在美又
有内涵美，湖州正从一处美变一片美。

全民参与
文明典范照亮美好生活

湖州西塞科学谷。 拍友 陈永 摄

安吉县山川乡的毛竹林碳汇通量观测塔。 拍友 殷兴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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