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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服务，始终在路上。在杭州
市西湖区，“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
有所呼、我有所为”的理念，正融入到
区域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当前，从

“呼”到“应”再到“为”，如何进一步打
通街区式共治脉络，切实提升居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西湖区正
奋力探索实践。

最近，从老旧小区向未来社区跨
越的翠苑街道又有新动作：不少社
区居民发现，在小区进出口处新增
了一个服务驿站，被称作“善治服务
亭”。

走进亭内，一站式服务台、暖心
服务箱、洽谈区、存储区等功能区域
一应俱全。据介绍，该服务亭提供 24
小时服务热线和便民及代办服务，涵
盖物业报修、小件寄存等便民服务，
急救包、适老化设备、维修工具等日
常物品借用，甚至提供买菜买药、家

政等跑腿代办服务，力争全方位满足
社区居民所需。

一方小小的亭子，托起了居民的
“安居梦”。近日晚上 8 时许，家住翠
苑四区的倪女士焦急万分，因自家小
孩在洗澡时不慎跌倒，急需送往医院
检查。就医前，倪女士拨通了善治亭
的服务热线，值班人员立即上门提供
轮椅，方便孩子顺利前往医院。

“有了善治亭，终于能睡个安稳
觉了！”翠苑四区社区党委书记杨桂
芳感慨。在她看来，提供 24 小时“在
线”服务，精准满足了老旧小区居民
的需求，尤其对老年人来说，多了一
份心安。

目前，善治亭的值勤人员由翠苑
街道物业方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杭州
城市服务分公司统筹安排。近年来，
翠苑街道坚持党建统领，积极发挥

“大物业”统管优势，不断延伸党建触

角，将物管队伍转变为街道社区治理
队伍。

“值勤人员在服务规范、岗位职
责、常见问题处理等方面已接受过岗
前培训，确保岗亭 24 小时有人在。”
翠苑街道物业方相关负责人说。同
时，党员先锋岗、志愿服务队的参与，
将进一步推动社区筑牢共建共治共
管的“安全防线”。

近年来，西湖区坚持党建引领，
着力推动公共服务综合集成，为群众
提供“家门口”一站式优质服务，筑牢
基层善治根基。截至目前，翠苑街道
已陆续在各社区增设 10 个“善治服
务亭”。

“之所以将善治亭设在各小区人
流量最多的进出口，除了方便服务社
区居民，还能够覆盖更广泛的群体。
比如，快递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也
能随时在此歇脚。”翠苑街道党建办

负责人陈文文说。
实际上，善治亭不只服务居民，更

是 推 动 居 民 参 与 社 区 治 理 的 新 阵
地。这几天，善治亭每到早晨就一片
热闹景象，有的居民前来闲聊片刻，
有的居民来为社区治理提提“金点
子”，社区与居民来了一次“双向奔
赴”。

群众的事群众议。“善治亭的成
立，方便了居民在‘家门口’就近议
事。”陈文文说，期待善治亭能够发
挥“瞭望哨”功能，全面收集群众的
意见和建议，逐步构建起集党建宣
传、民情收集、民生服务、基层治理
于 一 体 的 微 型 治 理 平 台 ，让“ 旁 观
者”成为“参与者”，把“服务对象”变
成“工作力量”，不断提升基层治理
的融合度和精细化水平，为打造文
一路“民呼我为”特色街区贡献坚实
力量。

西湖区：民呼我为 守护百姓幸福“不打烊”
娄晓涵 解岚婷

县域商业扎根于乡村，是城乡商
品、服务和生产要素流通的重要渠道
和载体。2023 年，丽水龙泉市启动县
域商业体系建设行动，以项目作为强
有力的抓手，高质量发展建设“畅流
通、兴乡村、促共富”县域商业体系，促
进乡村商贸新业态发展，努力将县域
商业体系建设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标志
性成果。

如今，望瓯·陶溪川作为支持项目
之一，正在演绎工业品下乡、农特产
品进城双向流通的生动故事。夕阳
西下，华灯初上，随风摇晃的暖黄色
灯笼、灯光点缀的白色帐篷、工业感
十足的建筑群落、炽热神秘的表演、
来往穿梭的人群、形色各异的手作工
艺品⋯⋯位于龙泉的望瓯·陶溪川文
创街区开始热闹起来。

据了解，望瓯·陶溪川借助常态化
的集市，以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丰富

的商品吸引了众多摊主和游客，不仅
为近千位优质摊主提供展示和销售的
平台，同时还进一步拉动了消费，通过
活动累计成交额超过 3000 万元，有效
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一流的文化艺术设施和活动，不
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曾经，这座街
区早已被时间遗忘，是“褪色了”的工
业遗存，而今正借助望瓯·陶溪川青
创商贸流通建设项目，焕发新的生
机，蜕变成可以承载并延续龙泉历史
脉络的“文化空间”，新生于旧、向新
而行。

据介绍，望瓯·陶溪川青创商贸流
通建设项目由龙泉望瓯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承建，旨在打造青创空间、望瓯创
意集市、直播基地以及众创空间等功
能区块，搭建龙泉特色产品供应、仓
储、展示等重要平台，销售以青瓷宝剑
农副产品为主的龙泉特色产品，以商

兴业、以文化人、以旅融城，不断提高
区域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影响力、品
牌力、创新力，推动城市商业繁荣、旅
游兴旺、文化多彩的多业态联动、互
动、融合。

作为该项目的有机构成部分，望
瓯·陶溪川文创街区更是以敞开的姿
态，凭借艺术范、年轻范、时尚范，营造
并拓展了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如今，
这里已然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商贸文旅
融合集聚区。据统计，自项目投产后，
望瓯·陶溪川已经举办国内外大小活
动共计 100 余次，望瓯园区 2023 年下
半年接待游客达到 60 万人次，预计
2024 年达到 180 万人次，并呈现阶梯
式上升趋势。

一面是老旧红砖墙，一面是创意
梦工厂，在这里碰撞交融出新的火花。

“我们用艺术赋予建筑全新的生
命，沿着龙泉的文化脉络，打造、更

新城市表观肌理，打造一个文化磁
场，同时加强对青年创业者的吸引，
在文化街区开辟出面积 5000 平方米
的‘邑空间’，作为服务青年创客的
一个具有多元功能的公共空间，目前
已有 71 位青年创客入驻，让他们可
以自由创作，打造出一个主客共享的
沉浸式消费新场景。”龙泉望瓯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值
得一提的是，“邑空间”为降低入驻
创客的运营人工成本，重构消费新体
验，全场实现自助购物、自助结账，
也为顾客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购
物体验。

面向未来，龙泉也将继续借用陶
溪川运营经验及销售平台，为青年创
客提供展示及销货渠道，通过 3 至 5 年
运营期高质量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
力、全国引领性的青创商贸流通产业
示范区。

龙泉：从工业遗存到文化空间，望瓯·陶溪川助推商文旅融合发展
陈潇奕 林晓清

高质量发展的杭州未来科技城（图片由杭州未来科技城提供）

陈昱涵 李天顺

杭州未来科技城清廉建设再结
硕果。

日前，浙江省清廉开发区（园区）
建设“十佳案例”发布，《杭州未来科
技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杭州未
来科技城深挖“廉动力”努力打造最
优营商环境》榜上有名。

杭州未来科技城是浙江省高端
人才集聚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科学
发展新城区，被中组部、国务院国资
委列为全国四大未来科技城之一。
其清廉建设工作做法，曾入选杭州市
级“优秀实践案例”。

如今，园区再获省级荣誉认定，
凭借的是什么？

惠企赋能是园区的核心竞争力，
是清廉园区建设的一个突破点。

杭州未来科技城始终秉持“我负
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服务理
念，做到既勤又廉，持续做优主动服
务、全时服务、全程服务、廉洁服务。

一方面，组建62支服务队，“包干
连片”常态化开展助企服务；另一方
面，聚焦企业融资痛点主动作为，成
立投贷联盟，深入推进“融资畅通”工
程，2023 年以来对接优质项目 682
个，成功融资105亿元。

同时，杭州未来科技城突出廉洁
办会、办赛，开展全球人工智能大会、
TR35亚太区发布仪式、梦想小镇半程
马拉松等重大赛会80余场，持续链接
惠企资源，优化创新业态，不断增强对

人才、资本和项目的虹吸效应。
如火如荼的清廉园区建设，为企

业 发 展 注 入 了 源 源 不 断 的“ 廉 动
力”。2023 年，杭州未来科技城实现
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超过 10000 亿元，
在浙江省和杭州市综合考核中均获
先进单位荣誉。

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高质量监督。
以“亲”“清”为主线，杭州未来科

技城“点线面”多维度发力。简单来
说：点上，时刻关注辖区龙头企业、重
点企业最新动向，做到有问题快速解
决，有需求快速响应；线上，按照业务
条线分门别类，突出监督落实，持续
强化招商引资、政策兑现、金融服务
等领域监督力度；面上，大力开展“伴
飞行动”“周三面对面”等活动，根据
交办问题，拉条挂账办理，加大回访
力度，形成工作闭环，纪检全程监督。

企业是园区的主体，如何让清廉
文化扎根企业建设？

杭州未来科技城深挖清廉民企
建设做法，拍摄清廉民企宣传视频，
在企业推广传播，发挥华立集团清廉
民企省级示范点效应，遴选同盾科
技、拎包客等 15 家民企，以党建联建
方式，打造“1＋15＋N”清廉民企建设
矩阵，有梯队、有批次打造清廉民企

“集团军”。
接下来，杭州未来科技城还将全

面建强“三支队伍”，深挖“廉动力”，
纵深推进清廉产业平台建设，努力打
造“亲”“清”政商关系和最优营商环
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杭州未来科技城：
从严从实 助力营商环境优上更优

今年6月，杭州正式发布《杭

州市大城北地区规划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2024—2026年）》，临

平大运河科创城全域被纳入最

新规划版图。

在城市发展的蓝图中，这片

承载着历史底蕴与创新梦想的

土地，正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大城

北的建设浪潮。其纳入大城北

建设范围，并非简单的地理整

合，而是一次深度的战略融合，

是城市规划与发展理念的升华。

时已至，势已成，杭州市临

平区大运河科创城如何将现有

的文化积淀、良好的生态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创新发展的动力，

为后续的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

进一步提升区域影响力？

6 月 29 日，临平区大运河科

创城板块价值研究圆桌会上，大

运河文化保护、大城北规划建设

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就大运

河科创城的发展潜力与机遇展

开交流对话，勾勒大运河科创城

的未来图景。

打造杭州大城北运河新中心

大运河科创城：潮向大运河 跃动大城北
邵天懿 张 建 李根旺

千年运河文脉
不竭动能之源

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的、

开凿最早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

文化遗产，流淌千年，连通南北，也连

接了历史与未来。

在大运河临平段这条“黄金水道”

上，广济桥、水利通判厅遗址、乾隆御

碑等历史古迹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错落密布。杭州运河综合保护中心

遗产部部长曹岚认为，大运河科创城

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科创城增

加了更多的文化空间。

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临平段）

的重点项目——临平大运河绿道的建

设中，大运河科创城对临平大运河沿

线的遗迹点、历史文化点细细梳理，将

三家村藕文化、鸭兰村红色文化、运河

水乡文化、鱼羊美食文化串珠成链，并

在相应景观节点打造特色文化载体。

“在传统产业中发挥大运河的文

化 功 能 ，将 大 运 河 文 化 融 入 到 新 型

产 业 的 培 育 和 导 向 里 ，是 传 承 利 用

大运河文化的重点，如此，大运河文

化便能既有历史，也有现在，更有未

来。” 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黄文柳说。

如今，清大文产数字产业研究院、

大运河朱炳仁艺术馆、影视直播总部

基地等构成了临平的文化新地标，千

年大运河文化得到传承的同时，正在

以创新的形式不断被激活。

近日，“爱上大运河 丝路文化行”

活动启动，将丝绸文化巧妙地融入各

地运河文化的探索中，编织了一条穿

越隋唐运河、京杭运河、浙东运河的文

化纽带。大运河科创城正通过“爱上

大运河”“行走大运河”等文化活动，促

进生态、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令大

运河临平段焕发出勃勃生机。

生态保护修复
运河逐绿向新

杭州大城北区域规划的布局几乎

是沿着大运河的水系脉络铺展开来

的，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第七

所所长孙秀睿认为，囊括塘栖、超山的

临平大运河科创城凭借良好的生态资

源禀赋与产业潜力，将成为杭州城市

未来的价值创造者。

从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

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起，临平便将“保

护”摆在大运河相关开发建设工作中的

首要位置，致力于生态治理与资源保护，

为后续发展积淀了丰厚的绿色底蕴。

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步

伐的加快，长达 29 公里的临平大运河

绿道郊野段已全线贯通，走在绿道上，

一路是风景。今年5月，郊野段绿道作

为2024“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

活动全国主会场，田园郊野与运河之

景相映成趣的绿道吸引了来自全国的

健步达人们来临平“走运”。

近年来，大运河科创城借助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超山—丁山湖综合

保护工程建设的契机，串联塘栖、崇贤

等地，深度融合超山风景区、塘栖古镇

等地标，通过活态保护持续激发大运

河的生命力，使之成为展示传统文化

与现代都市风貌的窗口。

细看 2024 至 2026 年的“大城北

规划三年行动计划书”，已将塘栖江南

运河名镇核心展示园、超山—丁山湖

生态公园作为建设目标一一列入，为

临平区和大运河科创城新阶段下的提

质发展提供了指引，带来了无限机遇

与可能。

产业焕新升级
区域联动互益

作为大城北地区腹地，大运河科

创城西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东南

承接城东未来制造区，正在交通、产

业、科创等方面齐发力，为经济发展引

擎注入澎湃动力，进一步扩大城市能

级和影响力。

2023 年 11 月，大运河科创城启航

创新创业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打响了

产业升级的“第一枪”。目前，住创一

体的启航创新创业中心已新增产业空

间 3.2 万平方米，已注册企业 65 家、入

驻实体 46 家。自成立以来，大运河科

创城已集中签约重大项目 48 个，招引

亿元以上项目13个、10亿元项目2个。

为助力拓宽产业空间，城市有机

更新的脚步也未曾停歇。“目前，大运

河科创城的 13 个园区有近 7000 亩存

量工业用地，都可用作有机更新。如

聚焦医疗器械产业集聚发展的陆家

桥，重点打造数字文化与总部产业园

的张家墩等地块，都在酝酿着新一轮

‘腾笼换鸟’，为大城北产业升级提供

更大的焕新空间。”大运河科创城相关

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2024 年大运河科创城计

划有机更新总面积579亩，项目总投资

约 40 亿元，建成后新增可招商产业空

间13万平方米。

在杭州市委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

员汤海孺看来，跳出临平，将目光提升

至全杭州乃至长三角立场，融长接沪

的大运河科创城拥有重要的战略区

位。从区域联动的角度来看，临平是

辐射周边海宁、桐乡、德清三地的中心

区位，在大运河科创城，通过不同产业

的差异化、特色化分工，避免同质化竞

争，便能实现区域互助互益的发展模

式。

面对杭州大城北发展战略的强力

推动，下一步，大运河科创城将持续推

进文化、生态与产业的融合发展，在山

水肌理间打造大城北运河新中心。

（图片由大运河科创城提供）“爱上大运河 丝路文化行”活动“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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