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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萧山钱江世纪城的一段海塘
上，不远处便是杭州亚运村，堤外江水
奔流，堤内绿树婆娑，堤顶红蓝两色绿
道与大片的草坪并行着延伸向前。

“这是专为保障亚运会而实施的
先行段海塘安澜工程。我们以‘ 海
塘+’的理念，做足做透融合文章。在
保障防洪防潮安全的同时，还将植入
各种生态、产业形态，对提升亚运品质
及后续提升人居环境、增强幸福感、拉
动周边经济发展都很重要。”萧山重大
水利项目工作专班海塘安澜工程小组
负责人说。

据介绍，萧山区海塘安澜工程全
长 23.37 公里，从杭州市滨江区界起至
钱塘区界止，其设计防洪（潮）标准为
300年一遇，按照打造国际滨水岸线的
理念，融合市政景观、交通、文旅等综
合性功能，目前一期工程已开工。

随着杭州拥江发展战略的推进，
萧山沿钱塘江区域已经迎来城市建设
的快速发展期。但当海塘安澜工程启
动时，萧山还是遇到了永久基本农田
的处理难题。

趁着我省正大力推进耕地“非粮
化”整治，萧山充分发挥农业农村局水
利与农业职能融合的优势，创新提出
在确保耕地“性质不改变、数量不减

少、质量有提升”的前提下，结合海塘
安澜工程技术要求，对海塘管护范围
内的耕地进行农田整治。

去年 1 月，萧山区实施了 830 米长
的钱江世纪城先行试验段护塘地耕地

“非粮化”农田整治提升工程，涉及永
久基本农田 32 亩、一般农田 15 亩。在
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地力有提升的
前提下，通过土方填筑、振冲密实等水
利技术措施，同步使规划海塘建设范
围整体抬升到防洪设计水位以上50厘
米，海塘堤顶面宽达到 40 米以上。同
时，严格履行项目立项、报批和验收程

序，顺利通过技术验收。
“这一举措还解决了土方消纳的

难题。先行试验段消纳土方15万立方
米，科技城问题海塘段计划消纳土方
38 万立方米，节约了不少资金。”指着
与堤顶齐平的高粱地，该专班小组负
责人说。

如今，萧山海塘安澜工程已形成
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循序渐进的良好
格局。整个工程计划分三期实施，一
期工程实施农田整治，加宽加固海塘，
由萧山区自行立项审批实施；二期工
程剥离永久基本农田，实施水利部分，
主要为外江侧及堤顶加固，达到300年
一遇防洪标准，进行省级立项；三期工
程融合市政景观、交通道路部分，待永
久基本农田调整、省级立项后实施。

鉴于海塘沿线区域已纳入城市建
设整体规划，萧山的海塘便有了不同
于传统海塘的复合型高要求。“我们的
做法是以宽度换高度，打造超级海
塘。整个海塘区域宽度达 100 米左
右，其中，海塘本身宽 40 米，其余部分
做融合，包括打通连接世纪城与科技
城的沿江道路。到时，海塘呈台阶型
逐级提升，站在里面看过去，感觉不到
有堤的存在，做到与城市环境协调和

谐。”该专班小组负责人说。
为了实现多功能海塘空间融合，

在可研阶段，萧山就委托国际市政景
观设计团队对该区海塘安澜工程科技
城核心段进行市政景观方案深化设
计，对标上海杨浦区滨江沿岸，将城市
公共设施、商业设施、活力空间与海塘
融合，实现海塘多功能、智慧化管理，
打造开放的钱塘江国际滨水岸线，从
而还江于民、还岸于民、还景于民。

“这就是规划中的钱塘湾未来总
部基地，从后解放河一直通到钱塘江
沿岸。”离亚运村不远，与海塘相连，一
个遍植绿树的狭长区域正展现着未来
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方热土。

以“海塘+”理念实施海塘安澜工
程，带来的复合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已建成的钱江世纪城安全生态带，良
好的生态环境使得沿线办公楼的租金
从原先的每平方米 3 元/月涨到 8—10
元/月。海塘边上的草坪，经常有人来
露营，还举办音乐会，已经成为网红打
卡地了。”萧山海塘专班工作人员自豪
地说。

海塘安澜工程推进之下，一条支
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轴正在萧
山沿钱塘江区域加速形成。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主轴
萧山因地制宜做好“海塘+”文章

达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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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灌区用水管控和智能调度到
全域取、供、用、排水情况动态分析，
从河湖管理流程再造到跨部门联控
联管，湖州市南浔区以“系统重塑、整
体智治”理念，全方位推进水利领域
数字化改革，其灌区用水管控和智能
调度数改试点项目在全省推广。

作为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标
杆区，南浔建设了农业水价改革数
字化管理系统。基于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智能传感、大数据等先进技
术，开发上线农业水价改革数字化
应用，可实现的功能包括全区灌溉
机埠电量定期采集，全区面上农业
节水量、用水定额、节水奖励和精准
补贴经费等自动测算分析，超定额
用水预警，村级“八个一”台账动态
管理等。

依托现有数据接入和数据采集
能力，该系统还确定了南浔区全国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标杆区建设的评价
指标，并基于专业方法确定指标权
重，建立评分标准，作为指导农业水
价 综 合 改 革 标 杆 区 建 设 工 作 的 依
据。同时完善了农业水价改革相关
体制机制，对业务管理架构和管理流
程进行优化，实现县、乡和相关部门
线上协同深化改革，为我省其他地区
破解该类问题提供了试点经验。

水是宝贵的战略资源，如何实现
高效配置事关绿色可持续发展，南浔

为 此 实 施 了 取 供 用 排 动 态 分 析 项
目。该项目梳理涉水事务现有办理
流程，制定新的办事业务规范，实现
许可、计划、收费等取水全流程在线
办理，提高服务效能。通过水利、水
务、环保等多部门数据共享，实现取、
供、排水率异常的自动预警与推送，
建立问题共查共管机制，形成多部门
联控联管新格局。

“除此之外，依托这个项目，实
现全区自备取水与公共取水的水量
实时监测接入和归集统计，建立全
区 取 水 五 色 图 ，实 时 展 示 各 镇（街
道）监测水量和监测点信息；建立全
区工业取水排行榜，实时掌握取水
大户取水变化；分析全区历年取水
同比、环比变化，辅助政府研判经济
态势及政策决策。”南浔区水利局相
关负责人说。

水晶晶的南浔离不开幸福河湖
的打造，开发南浔区幸福河湖数字化
应用无疑是一大利器。目前，南浔已
梳理并编制《湖州市南浔区幸福河湖
评价体系（试行）》，从水安全保证、水
资源优配等六大方面综合评估河湖
幸福指数，生成河湖幸福指数一张
码，通过红、黄、绿三色实时动态标识
河湖状态。此举还构建了河湖评价
指数个性化管理体系，各级用户可对
不同河流配置适宜的评价方案，实现
一河一策，个性化、精细化、制度化管
理幸福河湖，更加直观、系统、合理地
评价幸福河湖。

模式再造 整体智治
南浔以数字化提升水利治理效能

点线结合
艺术扮靓多元赋彩
农舍炊烟起，古道迎客来。走进宁

海县力洋镇力洋村，石窗、灰塑、雕梁映
入眼帘，悠悠古韵扑面而来。作为省市
级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力
洋村，是大美南湾风景南线上的一颗璀
璨珍珠。沿着这条线继续探寻，你还可
以发现更多蕴藏着山海魅力的节点，感
受到宁海全域旅游的有力脉动。做到
如此一气呵成的美丽衔接，关键在于旅
游业“微改造、精提升”工作的布局和落
实。

今年宁海县启动大美南湾风景南

线建设，以“微改造、精提升”为理念，大
力推进大道沿线风貌环境改造、节点功
能提升和重大项目建设，一路上将国家
矿山公园伍山石窟、力洋古村、智慧养
老、震裕科技等主要景点和项目串联成
一条融合生态旅游、总部经济、康养项
目、工业制造等多种业态的综合风景
线，也打造了“人在景中游”的入画式体
验，一个更加精致秀美、韵味绵长的宁
海正迎面走来。

宁海全面加快旅游业“微改造、精
提升”步伐，目前已有344个旅游业“微
改造、精提升”项目入库，244 个项目竣
工。这些项目串珠成链、以线带面，串
联起宁海森林温泉大道、古镇乡韵风景
线、大美南湾风景北线等多条跨越宁海

全域的美丽线路，不断推动乡村风情、
滨海运动、森林温泉、古镇养生、都市核
心等旅游板块全域扮靓，实现了宁海旅
游业高品质提升和高质量发展，通过精
细布局，精巧着笔，让“一处美”变成“处
处美”，让宁海的山海之境格局大开、更
显气质。

与此同时，在微改造实践中，宁海
更着重以艺术为解法，支撑起“微改精
提”的思路框架。如今，在宁海涌现出
一批“土生土长”的乡建艺术家，他们从
当地老底子的文化底蕴里汲取创意来
源，重拾乡愁。

桥头胡街道双林村引进县工艺美
术家协会的乡建艺术家和当地黄墩艺
社的艺术家，参与村庄景观改造、民宿
艺术化提升、文创产品设计，培育更多
创新型文旅业态，激发村民参与艺术改
造的内在动力。

强蛟镇骆家坑村以建设艺术特色村
为契机，在村子里融入式打造若干个艺
术小节点、小空间，全面提升村庄环境，
并且还赶上“露营经济”的新风口，打造
小森露营基地，在周末邀请乐队演出，推
出主题活动，受到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认为细节很重要，你要比别人

多想一步。”“微改造说的是要像双面绣
一样打造乡村，针法要准，里子面子都
要美。”⋯⋯乡建艺术家的匠心巧思，藏
于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寸之
间，也“绣”出了一个既有过去、又有未
来的宁海文旅新世界。

运营赋能
业态创新百花齐放
如果说点面结合的艺术提升，给旅

游业“微改造、精提升”以妙笔，勾勒出
宁海全域大美的文旅新图景，那么品质

运营，则锻造了一把“金钥匙”，开启了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一扇门，承载了
人们对于文旅助力共同富裕的热切期
盼。

山还是那山，海还是那海，却因为
拥有了不一样的审视眼光而焕发出新
的生机，拓展出新的想象空间。“旅游业

‘微改造、精提升’工作具有多重链接功
能，牵一发动全身，我们要找到‘绿水青
山’和‘金山银山’之间转化的发力点，
做美做精全域旅游的每一个环节、每一
个场景、每一个服务。”宁海县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指出，“运营

经营是关键之招，通过全面提升运营能
力，实现价值增值、破局出圈。”

依托运营思维的强效赋能，宁海的
“微改造”已经从外在的“颜值”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葛家村以“企
业+高校+村集体+村民”运行管理模
式，打造了桂语零号乐园，上线了“艺起
富”数字化乡村运营平台，从“五一”开
业至今，营业收入达125万元；地处象山
港尾畔的强蛟镇，则通过“旅游办+本地
服务人才+第三方公司”，组建新媒体营
销联盟，建设文旅营销体系，持续拓宽
抖音、小红书、公众号等平台传播矩阵，
进一步延伸直播、探店等营销新手段，
全方位展示滨海特色旅游形象；双林村
与上海奇创集团驴妈妈签订整体运营
战略合作协议，推进乡村文旅开发“规
投建运”一体化，成立哩呀罗运营公司，
搭建小程序平台，带领乡村文旅运营走
向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此前，在宁波市公布的首批乡村旅
游运营团队和培育单位名单里，宁海就
有 5 家成功入选，这离不开当地对于

“运营”的高度重视。在政府的有力引
导下，宁海的运营团队不断拓展运营范
围，创新运营方式，让乡村旅游的运营
从单纯的项目运营向全域化、全要素运
营提升，为文旅长远发展提供了根本保
证。

“好的运营团队，不只是给乡村旅
游做加法，更是做乘法，他们搅动了‘一
池春水’，激活了乡村文旅产业，赋能了
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这也是旅游业

‘微改造、精提升’中‘五精’工程的必答
题之一。”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相关负责人补充道。

宁海：微改精提“绣”富美，山海缑城满目新
陈潇奕 徐子胭 金晓艳

宁海：微改精提“绣”富美，山海缑城满目新
陈潇奕 徐子胭 金晓艳

一靠近宁海，这片拥山抱海的绝美之境，俯仰之间，你会发现大开大

合中还有细细勾勒的一份精致感。自浙江省推进旅游业“微改造、精提

升”工作以来，宁海重新审视这片山水，以“绣花功夫”点绿成金，在“小改

变”“小提升”中不断累积，存蓄更多发展势能，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的跃

迁蝶变。

“致广大，尽精微”，微改妙笔下，宁海文旅焕然一新。向内挖，激发乡

村内生动力，挖掘本地文化，以艺术手法振兴乡村，用点睛之笔让乡村更

具辨识度、更有魅力；向外看，引育专业文旅运营团队，大力探索政企村合

作新模式，与社会资本共舞，集才集智，凝聚共建共享合力。内外兼修下，

宁海以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为载体，不断推动旅游业高品质提升和高

质量发展，实现从“物理叠加”向“化学反应”的美丽转变，点燃起迈向共同

富裕的强劲引擎，让这片山海因“绣花功夫”而增添新的时代注脚。

宁海县前童古镇诗路海韵馆

宁海县强蛟镇小森露营基地

宁海县强蛟镇

宁海县大佳何镇葛家村 （图片由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