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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彩太湖山水

重塑格局
点燃产业突围新引擎

翻开光福镇地图，宛如一幅清秀的山水
画卷。这个陆地面积62平方公里的小镇，拥
有24平方公里山林面积、160平方公里太湖
水域面积和32公里湖岸线。可以说，优质的
自然生态环境是光福傲人的“家底”。

但同样因为生态，光福处于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的面积就近50平方公里，实际可用
于产业发展的空间少，现有产业体量小、结构
层次偏低，成了制约全镇新一轮跃升发展的
关键因素。

“必须推动创新突围，这既是激活自身发
展内生动力的现实之需，也是扛起使命担当
的责任所在。”光福镇党委书记陆胜兰说，对
于地处太湖之滨的光福来讲，“突围之路”不
能依靠“摊大饼”式的粗放发展，必须怀着对
历史和生态的敬畏之心，以系统性、精细化的
思维推进镇域发展格局重塑，全力点燃产业
引擎，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通过仔细梳理全镇优势资源，光福精准
用好规划这个“杠杆”，在全域范围内撬动土
地利用率提升。

镇区东部，占地7.5平方公里的太湖科技
产业园内，一座座高标准厂房和科创载体陆
续拔地而起。十年来，这片镇域内唯一一块
被青山环抱的连片平坦腹地，通过拆迁清零
和空间腾退，成为光福乃至整个太湖度假区
的重要产业发展的“主阵地”。

而除了产业园片区，光福镇范围内总计
约1平方公里的存量工业用地也在加速更
新，依托吴中区级及度假区两级招商体系，光
福聚焦“小而精、小而美”定位目标，将招引一
批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成长性
企业；镇域北部，通过抢抓太湖科学城、苏州
科技城建设机遇，光福积极融入市域一体化
发展新格局，立足打造高新产业集群，加快传
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

曾经，这块远离市区的产业“洼地”，凭借
好山好水好载体，在“有风景的地方发展新经
济”，吸引了一批亩均税收高、环保及安全性
能好的高新技术企业、龙头企业、总部经济进
驻。去年，仅太湖科技产业园内税收就已达
到3896万元，待项目陆续进驻后，有望保持
每年更为快速的增长。

加速产业格局优化和创新要素集聚的同
时，光福还立足做好企业服务，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通过服务好、保障好企业发展，全力解
决企业的后顾之忧，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做精
做优，加速推动“二次招商”。目前，光福境内
已集聚安洁科技、不二工机等37家规上企
业，去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62.7亿元，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2.49亿元。

守正创新
澎湃传统工艺新活力

精美卓绝的和田玉料上，仅寥寥几笔，便
将梅、兰、苏式建筑等精彩呈现，尽显苏工风
范……前不久，由光福玉雕品牌“于生一”推

出的“和田玉书签”迅
速“出圈”，并被央视中
秋晚会“带火”，受到不
少年轻消费者热捧。

“不同于传统的玉
雕创作和销售模式，我
们采用‘互联网+非遗苏
作’模式，拓宽销售渠道，

让传统手工艺产业进一步
转型升级，并释放新的魅

力。”于生一品牌创始人谢华伟
介绍。团队去年落户光福后，通过

与本地玉雕大师等工艺人才合作，创
作了近50款优雅时尚的新玉雕、新文创，

成立当年销售额就达到3000余万元，成为光
福镇第一家文化规上企业。

传统玉雕行业“触网”华丽升级，成为光
福手工艺产业焕新的一个缩影。作为“苏作”

“苏工”的发源地之一，光福镇悠久的人文历
史和深厚的文化沉淀，孕育出了以“玉雕、核
雕、红木雕、佛雕、刺绣、缂丝、吴罗”为代表的

“三绣四雕”民间传统工艺门类，光福镇先后
被评为中国雕刻之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如何让老祖宗留下的艺术瑰宝在新时代出彩
出新？这不仅是关乎苏作工艺传承的根本问
题，更是推动光福文化产业腾飞和乡村振兴
的重要课题。

“近几年，随着疫情等因素影响，艺术品
消费市场的走低，光福手工艺产业受到较大
冲击。”在玉雕大师、光福镇工艺美术行业协
会理事长钱建良看来，只有立足传统守正创
新，并补充新鲜血液、培育新模式，才能为光
福工艺留住工艺人才、打开新市场。

这样的想法得到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副主席、苏州明仕阁红木第五代传承人史志
晔的认同。去年，由他领衔创作的十把经典
款明式椅被苏州博物馆西馆收藏，成为外界
接触江南文化、了解苏作工艺的代表之作。
而这位80后手艺人正在进行更为“大胆”的
实践——通过对刀具等制作工具进行标准化
开发，让经典款式的红木家具制作技艺以新
的方式“重生”和延续，也让传统红木家具的
产业化向纵深推进。

留住人才，守护技艺，光福立足人才驱
动，根植传统寻求创新之本。目前，光福全镇
拥有市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36人，区级以上
非遗传承人36人，1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通过与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大力
开展合作，构建了苏作工艺学院产教融合平
台，有效提升了当地手工艺人才学历教育培
养水平，提升了艺人“汲古铸今”的本领。

守护传统工艺，做强文化产业，光福还有
更强的担当和更大的布局。通过牵手中国工
艺集团等“国字号”工艺美术龙头企业，力促
中国工艺文化城等闲置资产、老旧存量资产
进行盘活更新；高标准打造1.7万平方米福艺
苏作展示馆，为全镇手工艺从业者打造一个
展示和交易的平台空间。

文旅融合
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从光福漫山渡码头乘船，不出二十分钟
便来到漫山岛。拾级登岛，一挂挂地笼网装
扮而成的桁架形建筑映入眼帘，将太湖渔村
的传统意象展现在人们眼前，沿着青石板路
走进村落，撸猫咖啡馆、漫山花房、有机田园、
分散式轻奢酒店……新颖的业态随处可见，
生机满满。

六年前，漫山岛还是另一番模样。因村
民大量外迁，这里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一直还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样貌。
2015年，依托苏州市政协的“牵线搭桥”，苏

州文旅集团与光福镇的成功“牵手”，
由此开启了漫山岛的振兴之路。“刚刚
过去的国庆假期，岛上的房间‘一房难
求’，早早就被订满了！”苏州文旅·漫山岛
项目负责人沈燕介绍，今年是漫山岛开岛首
年，目前已经吸引游客超2.5万人，预计全年
收入可达1100万元左右。

从一度无人问津几近荒废的湖心岛，到
如今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岛”，漫山岛的蝶
变，为光福文旅融合增添精彩一笔，也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的活力。陆胜兰介绍，光福紧盯
文旅产业链深入研究，在秀美山水和厚重人
文积淀的支撑下，按照“文旅融合、集聚发展”
思路，有机整合、撬动和导入各类高品质旅游
资源要素，充分发挥渔文化、梅文化、生态文
化、红色文化的综合效应，并通过“环太湖1
号公路”串起一个个散落在湖山之间的乡村。

眼下，占地98亩的香雪海景区二期提质
扩容项目正在持续推进。除了面积拓展，景
区还与当地著名的中国传统工艺（盆景制作）
大师周斌芳合作，打造精品梅花盆景，延长

“梅花经济”。香雪村党委书记倪青介绍，该
村还统筹发展文化、旅游、康养等多业态的农
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与苏州园林集团合作，共
同成立联动基金，撬动近4亿元资金用于村
集体资产的提质更新。在坎上自然村，大量
由年轻创业者打造的文旅新业态不断涌入，
不仅成为苏州有名的“网红”咖啡馆、餐厅、民
宿的集聚地，凭借绝佳的风景，坎上加速走进
游客“心坎上”；在渔港村，光福紧抓渔文化这
个IP，整合网红面馆、民宿等资源，引入咖啡、
工艺作品、美术作品等新业态，打造“小而美”

“小而精”的夜经济。
在冲山半岛，由度假区牵头，光福镇、太湖

旅业、太旅集团、文旅集团等成立联合公司，依
托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充分盘活闲置资源，
进行老街改造，将长堤、芦苇荡等渔村印象串
珠成链，致力打造国家级红色文化半岛。

在古镇核心区，与同济大学、苏州园林集
团合作，探索城市更新项目，在发展中保护、
保护中发展，让居住了4000多人的古镇保持
生命力和烟火气。

在全镇范围内，依托近8000亩高标准农
田打造的苏州市级农业示范园区的游湖农业
示范园区，加速推进现代农业园区、高标准农
田、高标准蔬菜基地等农业标杆项目建设，让
现代鱼米之乡在“稻花香里说丰年”。

……
如今，行走光福全境，文旅融合的极致铺

陈，让处处皆美景，村村满人气。

倾心呵护
扮靓洞天福地新颜值

秋意渐浓，光福窑上村的千亩桂花林悄
然绽放，细碎的金黄色花蕊缀满枝头，清甜香
气萦绕山间，沁人心脾。

光福是著名的“中国花木之乡”，全镇花
木种植户超5000户，种植面积4万余亩，储
存花木价值约40亿元，几乎“村村有基地，户
户种花木”。而正是这样一项“美丽经济”，不
仅维护了山林绿意，增加了农民收入，更减少
了山体农业面源污染。

“美好光福”，美在文化，美在乡村，更美
在倾心呵护的生态基底。近年来，光福生动
践行“两山”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性治理，不断让“洞天福地”颜值
焕新。

颜值焕新，光福精琢山的肌理。这两年，
随着米堆山、邓尉山等成为“网红打卡地”，为
光福带来“流量”的同时，也给山体生态保护带
来新挑战，大量游人登山，留下不少垃圾，给山
间环境造成了不小的负担。同时，山体周边违

规
偷
倒 垃
圾 现
象 时 有
发生，个
别 村 民 违
规养殖、随意
垦荒，也给生
态环境带来破
坏。

针对这些问
题，光福镇及时成立
由镇党委书记、镇长
担任“双组长”的工作
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
班，系统梳理各类山体
生态破坏问题，扎实开
展山体保护利用和周边
环境整治，并重点对邓尉
山、米堆山等多个主要山头落
实“一山一策”保护方案，组织开
展志愿护山行动。坚持依法依规
开发，禁止随意采伐、垦荒，推动谁破
坏谁治理。同时，光福还加大对3.18
万亩国家、省级生态公益林等“生态屏
障”的管理，推动林木抚育和病虫害防治
工作，今年抚育1300亩中幼林，改造40亩
低效林，培育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
态系统，有效提升生态碳汇能力。

颜值焕新，光福还做优水的“文章”。
2021年，位于光福镇的虎山桥（铜坑
闸）国考断面水质实现历史性突
破，由稳定达标地表Ⅲ类水提升
到地表Ⅱ类水，24项考核指标
稳居苏州前列。通过大力推
进水生态环境治理，以河湖
共治为抓手，深入推进控源
截污，建设生态河道。累计
投资4.4亿元，对3个镇区和
115个自然村实施了雨污水
管网改造提升和新建污水处
理厂。

加强太湖水源地保护。对
太湖开展扎实、长效的综合管理，
实现湿地保护、芦苇收割管理、水草
蓝藻打捞、沿岸水体保洁、饮用水源地
保护“五位一体”；实施太湖新思路湖区环
境整治，建设“一带四点”的水生植物滩地
2.14万平方米；以河长制为抓手，完成部队营
区内部雨污水管网改造建设，彻底解决营区
生活污水影响太湖水质问题；做好太湖32公
里湖岸线管控，近3年共打捞蓝藻4.6万余
吨，推动太湖水环境持续向好。

生态与文化并举，颜值和气质兼修，
光福的突围之路，也是一座古镇的焕新
之旅。有理由相信，“湖光山色·洞天
福地”将继续通过一场场蝶变，给人
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太湖之滨，锦绣江南，素来
以雕刻和刺绣技艺著称于世的苏州

吴中光福，正在以“尽其精微”的笔法，在新
的时代精描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

这幅图底蕴深厚、色彩浓郁。扮靓山水清嘉的
洞天福地，建好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名镇，光福从得
天独厚的优势资源中，厚植守正创新的实力，积攒奔向
未来底气。

这幅图思路清晰、用笔精细。光福镇扛起担当、砥砺
奋进，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发展全局，紧紧围绕吴中区“产
业强区、创新引领”发展战略和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
假区文旅+科技“双轮驱动”战略，锚定“兴产业、强
文旅、优生态”目标定位，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美好光福”新篇章，用实际行动
“为太湖增添更多美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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