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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衍生绿道
全域共享“亚运红利”

前段时间，令人耳目一新的铁路时
光绿道在临平正式亮相。沿途公园秀
美如画，沿线绿树生机勃勃。阳光从绵
延绿植的叶间坠下，留下斑驳的影子。
市民行走其间，脚踩着平整的蓝色沥青
健步道，耳畔传来百年干线上列车经过
时的声响。

兴之所致，还可漫步迎宾路至龙兴
公园的绿道路段，驻足于彰显历史文化
底蕴的铁路文化景墙，品读铁路与绿道
交相呼应的人文生态景观，触摸历史的
变迁。

据介绍，沪昆铁路沪杭段连接上海
与杭州，原称“沪杭铁路”，建成于 1909
年，是中国早期铁路干线之一，曾经是
临平城市发展的生命线，发挥过非常重
要的作用。

如何将地块杂乱、空间郁闭、电线

杆 林 立 的 铁 路 沿 线 改 造 为“ 城 市 秀
带”？临平区住建局特意沿着铁路两
侧闲置用地建设绿道，充分展现沪昆
铁路沪杭段的历史变迁及其对临平城
市发展所带来的影响，铁路元素与城
区绿道水乳交融，塑造出独特的铁路

绿道景观。
徜徉于铁路时光绿道，仿佛走进一

座穿越时空的机器：沿着它，走进人民
广场欣赏音乐喷泉、感受发展脉动；也
可以踏入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细
细寻觅心目中的江南梦；尽兴之余，沿
着绿道踏入亚运场馆——临平体育中
心场馆群，回味一下曾在这里举行的亚
运会空手道、排球、足球等精彩比赛。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这是
杭州对世界的承诺，也是对现实的写
照。对临平来说，亚运盛会只有短短几
周，但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提升
则是一以贯之的。源于沪昆铁路，延至
亚运场馆，经过临平区实验小学，连接
着临平的母亲河——上塘河的铁路时
光绿道，深深融入市民生活圈，让老百
姓可以尽享运动乐趣，全民共享办会成
果。

亚运会落下帷幕，运动健身热潮

依旧涌动。昔日城区的“边角余料”，
正转化为全民健身的“金角银边”。临
平把高品质理念注入绿道建设中，见
缝插针式建设公共体育设施，让绿道
承载更多功能性和实用性。例如，望
梅路健康绿道坚持打造“健康”理念，
利用高架桥下空间设置绿道，建设篮
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场地设施，
为周边市民提供了形式丰富的健身场
所，增强群众与绿道的互动性，提升绿
道整体服务品质。

亚运倡导的全民健身体育精神，将
持续下去、升华起来，让人们更长远地
感知这份民生与文明的传递与美好。
临平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
将全力推进‘靓城行动、全域美丽’活
动，继续推动运动休闲进绿道、体育赛
事进绿道，提升‘亚运绿道+’功能，实
现‘亚运红利’全域共享，让城市焕发出
更加昂扬的生命力。”

“匠心”勾连“绿心”
绿道映衬品质城区

“这样的上山方式让人感觉很新
奇，眼前可见的景色也是大不相同。”前
段时间，临平山360度旋转绿道的精彩
亮相让市民连连称赞。

绿道随山转，观山更阅城。傍晚时
分，这条颇具现代时尚感的“登山动线”
上，来往市民络绎不绝。盘旋而上的绿
道总共 4 层，如同借势生长的蜿蜒小
路，引领着大家向上探索，看百花叠色、
赏山川风景。当行至坡道顶端，凭栏俯
瞰，视野又开阔了起来，山南的都市繁
华尽收眼底。

临平“破圈而出”的绿道不止这一
处：

荣获“杭州市最美绿道”的九乔绿
道，以“运动网红公园”为定位，运用丰
富的色彩，辅以驿站、儿童游乐区、篮球
场、乒乓球区、休闲区，打造五彩斑斓的

“城市绿心”，为周边儿童、青中年等人
群提供漫步、慢跑、健身等活动场地，满
足居民的休闲娱乐需求。

同为“杭州市最美绿道”的星光街
绿道，串联临平山西运动公园、望梅观
山公园等 5 个公园以及滨河绿地，与荣
获“浙江最美绿道”的临平山绿道联
通一体，形成环星光街完整景观
体系，是一条织补生态绿廊空
间、延续临平山如画风景和浓
郁人文韵味的都市精品绿
道。

绿道出圈出彩，背后
深藏着建设者的匠心巧
思：

旋转绿道的设计理
念，蕴藏对城市绿心生态
环境的充分保护。因为地
形高差较大，开辟山体会影响
生态环境，因此绿道入口设为
旋转上升，并利用借景的手法，既
观山更阅城，将景观视线最大化。

九乔绿道以简洁、现代的设计手法

完美融合了绿道、公园、体育场等元素，
利用项目位于地铁9号线U型槽上下行
段区域这一地形特点，顺应其走向，避免
了大拆大建。从空中俯瞰，九乔绿道整
体形成一把五彩缤纷的“吉他”景观，让
休息娱乐场所另类扩容，为临平居民的
生活奏响律动的生态健身音符。

既能徒步、慢跑、骑行、登山、健身、
打球，还能成为日常的绝美打卡背景，
串起颗颗“城市绿心”的绿道，已经融入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滋养城市发展，助
力“数智临平·品质城区”建设。

临平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五
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临
平自古便是香蒲摇曳、鲜荷盛放的品味
优雅、人文繁盛之地。为了赓续城景交
融的风貌格局，临平绿道目前初步形成
以临平山绿道、东湖绿道、上塘河绿道
以及大运河绿道、塘超小径为骨架的绿
道网体系，串起绿水青山和人文节点，
将风貌整治提升的成果转化成一条条
群众可游、可赏、可感的生活品质提升
体验路。”

今后，临平区将继续以“五道”理念
为引领，努力打造凸显生态健康、智慧及
历史文化的绿道网，让绿道建设与民生
福祉相连，从而撬动城乡统筹发展，推动
城乡共同富裕，助力城乡风貌整治提升。

向绿而行“道”处是景
临平区以绿道建设提升城市品质

周 静 陈 灿

杭城东北、大运河畔，临平区

作为“杭州北大门”“融沪桥头堡”，

注重在“融”字上面做文章，不仅要

融杭融沪，也要让各个板块融合起

来。

如果说快速路网是交通的“动

脉”，那么在临平大地上延伸的一

条条绿道，通山达水、融城串景，仿

佛滋养城市发展的“毛细血管”，发

挥着生态绿色、健康健身、休闲游

憩、景观美学、社会文化、经济产业

等诸多功能。

目前，临平区建成各级绿道

205 公里，已初步形成绿道网体

系，基本形成“城区范围 5 分钟可

达绿道网”的布局，托起百姓“推窗

见绿、抬头见景、出门进园”幸福感

满满的品质生活。

（（图片由临平区住建局提供图片由临平区住建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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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市围绕奋力打造中国式现
代化的金平湖璀璨明珠决策部署，按
照“ 整 体 大 美 、浙 江 气 质 ”“ 城 乡 融
合、共富共美”要求，持续优化城乡
联动，统筹“城—镇—村”一体的风
貌格局，不断探索以城乡融合发展促
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截至目前，
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累计建成 1 个新时代
富春山居图样板区、2 个城乡风貌样
板区、6 个未来社区、5 个未来乡村、9
条美丽乡村精品线、5 个美丽城镇样
板镇，入选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省级优
秀案例 2 个，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明显提升。

规划引领
构建片区统筹格局
平湖市坚持规划引领、整体设计，

以交融互促的理念谋篇布局全域空间。
通过编制《平湖市城乡风貌整治提升行
动方案》，重构城乡空间，在城、镇、村三
个空间尺度上形成特色鲜明、互融共促
的“金平湖”风貌样板区块，并以“公园城
市”建设理念重塑城区功能，将平湖主城
区90平方公里进行整体规划，打造水岸
交融城市游线、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等
一批城市新地标、人气聚集地。基于全
市社区用地及重点领域设施发展规划，
平湖市进行社区单元重整，全市42个社
区形成“一区一方案”的未来社区单元建
设路径。

样板建设全域推进
打造大美共富成果
聚焦“小切口、大突破”，平湖市

加快项目建设、点面联动，全力推动
基本单元建设落地见效。城乡风貌

区已启动实施 6 个并建成省级样板 2
个，其中东湖城市新区风貌区被选树
为富春山居图城市样板。三港路公
共绿地、六里塘水岸绿道被选为城乡
风貌整治提升省级优秀案例。未来
社区累计开展创建 17 个，覆盖全市 8
个镇街道、40.5%的城镇社区，东湖未
来社区、钟埭未来社区、徐家埭未来
社区通过省级评价验收。到 2025 年，
将创建 28 个省级未来社区，覆盖全市
60%的城镇社区。美丽城镇迭代升
级，目前建成新时代美丽城镇 7 个，其
中样板 5 个，实现美丽城镇全覆盖，打
造一批现代化美丽城镇示范镇。

多维合作
拓展共建共享外延
平湖市强化互动辐射，推进“墙

内”至“墙外”、“市内”至“市外”、“省

内”至“省外”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优 势 互 补 。 平 湖 市 组 建 社 区 经 济
组 织“ 强 社 公 司 ”10 家 ，覆 盖 20 个
社区，优化社区资产投资、管理、运
营 模 式 ，进 一 步 拓 宽 社 区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渠 道 。 同 时 ，通 过 与 丽 水 市 缙
云 县 、青 田 县 合 作 ，全 省 首 创 美 丽
城镇“山海协作”；将上海金山区廊
下 中 华 村、北 山 塘 村 区 域 纳 入 平 湖
县 域 风 貌 区 建 设 范 围 ，形 成 跨 省 域
合作的风貌圈。

接 下 来 ，平 湖 市 将 持 续 推 进 城
乡 风 貌 全 面 整 治 、综 合 提 升 ，未 来
社 区 连 片 建 设 、全 域 推 进 ，美 丽 城
镇 迭 代 升 级 、城 乡 融 合 ，以“ 小 单
元 ”撬 动 共 同 富 裕“ 大 民 生 ”，进 一
步 打 造 具 有“ 金 平 湖 ”辨 识 度 的 城
乡 风 貌 ，奋 力 为 高 质 量 建 设 共 同 富
裕 现 代 化 基 本 单 元 贡 献 更 多 平 湖
力量。

全域推动 以人为本 共建共享

平湖市深化城乡风貌整治提升

林锋燕 王 晋

近年来，瑞安发挥“东南瓯越水
乡”的自然优势、“浙江十大强县”的
发展优势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
优势，因地制宜书写水利新篇章，不
断推进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建设。

实施海塘安澜工程

“十四五”期间，瑞安市水利局推
进的海塘安澜工程建设项目共计 7
个，总长度约 23.04 公里。海塘安澜
工程的建设目的除了提升海塘防洪
御潮标准外，兼顾生态修复、管护提
效及融合提升等功能，与瑞安市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相配套。

海塘安澜工程的实施不仅能有
效提升瑞安市防洪御潮标准，完善温
瑞平原整体防洪潮体系，改善海塘生
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并且能进一步推
动水利工程数字化、信息化管理，促
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好项目建设监督

水利为民，河湖状况与人民生活
密切相关。

今年以来，瑞安市纪委监委派
驻农业农村局纪委监察组充分履
行监督职责，深入水利一线，抽丝
剥茧。紧盯工程资金拨付、使用、
管理等关键环节和风险点，派驻市
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带队，

深 入 基 层 联 系 一 线 ，不 定 期 采 用
“四不两直”方式进行突击检查，开
展沉浸式、体验式的蹲点调研，结
合台账资料检查以及数据分析对
比，着力摸清实情、找准问题、开对
药方。

针对今年以来瑞安市水利领域
工程项目多、资金使用密集等特点，
切实谋划在先，探索建立项目建设立
项预审机制，提前介入项目建设监
督，综合采取核查、暗访等多种手段，
对工程资金进行全方位扫描，完善廉
政风险防控措施，进一步完善权力、
风险、防控三张清单。

描绘幸福河湖蓝图

一 部 东 瓯 史 ，半 部 在 塘 河 。
塘 河 是 温 州 瑞 安 市 的“ 母 亲 河 ”，
然 而 ，这 条 滋 养 着 世 世 代 代 瑞 安
人 的“ 母 亲 河 ”，曾 因 境 内 生 活 污
水、农业用水直排入河，生态环境
一度恶化。

近年来，瑞安市紧紧围绕“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治理目标，
深耕细作河湖治理保护“大文章”，走
出一条人水和谐之路，美了家园，

“活”了资源，“富”了百姓。
同时，瑞安基于“七山一水两分

田”得天独厚的地形地貌分类施策，
构建“生态绿乡、醉美家乡、浙南水
乡、梦中诗乡、瑞成福乡”的全域幸福
河湖蓝图，描绘“瑞海云江·水秀澜
安”的美丽新画卷。

瑞安：固海塘清塘河
书写精彩新篇章

瑞安市飞云江高楼段（图片由瑞安市水利局提供）

2023 年杭州市提出“建设良渚文
化大走廊”，为加快打造与良渚文化
大走廊交相辉映的廉洁文化大走廊，
推动提升杭州市余杭区建设杭州城
市重要新中心的文化软实力，余杭区
以廉洁文化“品牌塑造”专项行动为
牵引，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实起来、强
起来。

以更高标准打造廉洁文化品牌矩
阵。余杭区以“玉琮杯”为核心，区内
各类廉洁文化阵地品牌和特色活动为
依托，打造更为开放、多元、包容的廉
洁文化大走廊。其中“玉琮杯”清廉微
电影微视频大赛办赛经验获评清廉基
层建设（浙江）十大创新经验，被列入
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的实施意见》中“加大廉洁文化产品供
给”任务板块的精品赛事。目前，余杭
区共有各类廉洁文化特色阵地和品牌
25 个，“四无”粮仓陈列馆、杨乃武与
小白菜奇案展示馆被评为省级廉洁文
化教育基地，于谦清廉文化陈列馆被
纳入杭州市纪委“清风之旅”专线，余

杭区梨廉文化馆获评市廉洁文化教育
基地。接下来，余杭区要进一步盘活
资源，同时整合利用全区甚至全市的
廉洁文化最新成果，创新开展好各类
廉洁文化活动，带动区内各类廉洁文
化阵地品牌有序联动、有效融合、有机
更新。

以更实举措增强廉洁文化浸润效
应。余杭区用好廉洁大数据，以“廉
洁+”场景，推动廉洁文化阵地资源数
字化转型，探索构建数字孪生的廉洁
文化大走廊，不断充盈网上廉洁文化
资源，提升廉洁文化可及性、便捷度
和触达率。运用数字化手段，整合历
届“玉琮杯”清廉微电影微视频大赛
获奖作品、警示教育片、案例剖析、云
上庭审等廉洁文化资源，余杭区将打
造更多带有良渚标识的廉洁文化精
品力作，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廉洁文化立体展陈空间，打造适合
不同人群的多元化、智能化廉洁文化
IP，使 廉 洁 文 化 的 浸 润 空 间 不 断 延
伸，使公众从中华五千年历史中既看

得见廉脉、又望得见乡愁。同时，余
杭 区 高 度 重 视 创 好 廉 洁 大 家 庭 ，以

“廉洁+”理念彰显文明温度，从“小家
庭”做起，更加注重廉洁家风家教的
培养和传承，高标准举办“清风润家”
系列活动，构建人人参与、人人传播、
人人受益的廉洁促进机制。

余杭区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廉洁文化大走廊打造过程中，将坚持
历史传承与时代风尚并树，持续挖掘、
培育、深化、提升独具良渚文化内涵、
余杭历史特色的廉洁文化品牌，进一
步凝聚起全民崇尚廉洁的磅礴精神力
量。

余杭区：提升良渚文化大走廊品牌内涵余杭区：提升良渚文化大走廊品牌内涵

位于余杭区鸬鸟镇的余杭区梨廉文化馆 (图片由余杭区纪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