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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颜芳 通讯员 蔡伟

初冬的清晨，苏皖交界处，东边青山隐
隐，西侧圩区水雾袅袅，薄雾轻纱中的小城
如画似梦。

晨曦乍现，山里的老汉等着露水散去
赶到油菜地下肥锄草；待暮色四起，水乡的
蟹农就着月色下塘取蟹。

这就是南京高淳。全区70%的面积是
生态涵养区，地表水水质优于Ⅲ类水体比
例超过75%，2021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738元。依靠绿水青山，高淳人走上发
家致富路。

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保护饮用水源
地，倒逼高淳人较早有了生态保护的意识
和行动。高淳把全境802平方公里作为美
丽花园来整体保护修复，每年干几件实事，
掸去GDP的“粉尘”，滤掉增速中的“污
染”，一茬接着一茬干，这座位于长三角发
达地区的小城日渐呈现出“江南胜地”的现
代模样。最近高淳入选全国“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20多年的岁月
讲述了一场基层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

流动的水日出斗金

小雪过后，乡村的夜晚寒气四起。看
着时针走向10，蟹农罗玉富戴上头灯，套上
水裤，走向蟹塘。他跳进塘边的小船，荡起
双桨，划向水中央。只见漂在水上的他拎
起一只地笼，双手一晃，转眼满船螃蟹横
行，发出雨滴敲打屋檐般的“沙沙”声。

“我们的水好，蟹就好。比外地的蟹每
斤要贵上八九块钱。”老人眼尖，一眼看准
一只蟹，手一捏，扔回塘里。“壳发软，再养
养。”罗玉富的蟹塘在高淳区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园区的东面就是固城湖，园区
5500亩水面全部采用近自然、原生态的方
式采用水源。养殖尾水流进漂浮着水生植
物的生态沟渠，再汇聚到生态塘，最后流入
1米多深的湿地，经净化沉淀，再进入塘口
循环使用。

高淳拥有全国第一个有机螃蟹证书、第
一个国家河蟹生态养殖技术标准、第一个国
家级长江系中华绒螯蟹原种场等多个“第
一”，打造出全国一流的生态养殖基地。螃
蟹养殖面积连续22年稳定在22万亩左右，
辐射带动周边养殖面积100多万亩。2021
年，全区产蟹1800万公斤，产值23亿元。
今年螃蟹总产量预计达1850万公斤，以螃
蟹为主的水产养殖业已成为高淳最为重要
的富民产业和最具特色的地标产业。

好蟹和好水相依并存。高淳水域面积
占比近1/4，城区南部就是30多平方公里
的固城湖，护水非一日之功。早在1999
年，高淳就投入3000多万元，对固城湖流
域内的86家工业污染源实行限期治理，保
护了这个高淳的“大水缸”。

此后，固城湖水源保护延伸到城镇生
活污水治理，到2006年，湖周边砖墙、阳江
等5个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全部建成投运。
从2010年开始高淳成为国家第一批农村
环境连片整治试点。到今天，高淳区943
个自然村已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
盖，铺设污水管网约2300公里，日处理能
力达1.5万吨，接农户数8万多户，全区农
户污水平均接户率达82%，所有农污设施
均接入信息化监管平台，所有设施运行实
时监控。

2020年起，高淳对总面积近3万亩的
281块生态水面，探索实行生态涵养专项
补偿，拨付补助上千万元。

流水生财，岂止不腐。两年前高淳开
始全面连通水系，投入6亿多元，打通84公
里长的河道及周边河沟，覆盖流域面积近
400平方公里。就在这个月，砖墙镇暗陡
门村的陈陆斤老人，从承包的百亩沟汊收
了近万斤鱼，连鲢鳙的零售价都要7元多，
比池塘养的鱼贵了一半。老人说，他承包
的沟汊都要求生态管护，不准投饲料，不准
围堵，只能挂网，水流通行无阻。“鱼不大，
味鲜，亲友知道晚了都买不着。”老人对这
种新式的流水养鱼很得意。

因境内石臼湖、固城湖水禽成群，鱼肥

虾美，高淳自古享有“日出斗金”“日落斗
银”之誉，今日高淳，四处水流潺潺，物阜民
熙，一度被淡忘的“日出斗金”一词又活跃
在高淳人的日常交流中。

美丽的村点绿成金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舞水声中。
在高淳总能邂逅千年的山色，万古的水声。

落日熔金，国际慢城大山脚下，民宿枕
松云居的员工芮香凤换下工作服，骑上电
动车回村，15分钟后她一到家就挽起袖子
为儿孙做饭。在家门口一年有收入三四万
元，还能照顾全家，芮香凤很知足。

从山腰到山脚，大山子民靠山吃山，不
要说两万多亩茶叶、上万亩早园竹，光民宿
就有数百间。南边的瑶宕村，农户办起了
乡村旅游合作社，7家开民宿，8家做餐饮，
每家平均年收入超过15万元。

高淳有54家上线民宿，上千张床位、
近6000个餐位，总收入年均约2800万元，
其中胡家坝渔隐朴宿、蘭園客栈店还被评
为全国甲级民宿。外出打工的村民回乡创
业成潮，城里的积蓄转眼变成乡间别致的
农舍，吸引更多的城里人下乡解乡愁。

胡家坝老村支书胡怀栢记得，当时位
于村头的冶炼厂，冲天炉喷出的废渣，落在
地里，菜叶发黄，落在田里，禾苗都不抽
穗。十几年前，山乡的东坝和桠溪两镇就
关停了20多家化工企业和污染企业，高淳
区8个镇全部创成国家环境优美乡镇。站
在大山山顶的文峰塔下放眼望去，四野村
落点缀在青山绿水间，不负“江南胜地”的
赞誉。

东坝街道垄上村原是市级经济薄弱
村，经多年乡村连片整治，垄上村成为众人
眼中的美丽乡村，社会资本进入，依托茶园
发展茶文化，和着美景打造文创基地，薄弱
村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31800元，2021年全区旅游
总收入增幅达20.04%。

好生态从金字招牌变成真金白银。

2021年，高淳全区实现农业总产值84.61
亿元、增长4.4%，农业增加值52.22亿元、
增长2.4%，两个增速位列南京五郊区第
一，获评江苏省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第
一等次。

制度的安排守稳子孙饭碗

绿色发展的导向，离不开制度的守护。
高淳每年把不少于20%的地方新增财

力用于生态建设，生态环保投入占GDP比
重不少于3%，2021年达到5.51%。

高淳是唯一参与GEP核算国家标准
制定的区级地方政府，制定发布全国首个
县域GEP核算标准体系。选取生态物质
产品、生态调节服务、人居文化3个一级指
标，以及农业产品、土壤保持、大气维持与
改善等18个二级指标，为蓝天碧水、公园
绿地、河流湖库等生态资源贴上价格标
签。GEP纳入政绩考核加分项，大力调动
各级干部抓生态保护、抓“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转化的积极性。

好山好水，滋生着蓬勃朝气。近3年
来，高淳高新技术企业年均增长55.29%，
15家企业入选市独角兽、培育独角兽、瞪羚
企业名单，新引进亿元以上工业项目284
个、总投资1183.6亿元，基本形成新医药与
生命健康、汽车零部件为主导的2个百亿
级产业集群。

企业家程荣武来了。他把经营多年的
自动化设备制造厂和全家一起迁到高淳。

“好生态是重要的加分项。”他和家人常在
傍晚散步于固城湖边，他说很少遇见像高
淳这样静美的地方。

“北漂”青年蒋萍来了。带着一帮设计
师搞乡村建设，盖民宅，办市集，做茶饮，复
活返璞归真的老手艺，让都市人的向往可
触可感。

还有文字书写者、美食爱好者、历史探
寻者、民俗研究者、昆虫迷恋者……总有一
处山水，击中他们内心深处，因而他们不走
了，在高淳留下。

入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高淳，江南胜地正归来

本报讯（盛文虎 蒋爱晶）近日，“江山之间·活力城南——南
京市浦口区城南河景观步行桥设计方案征集”落下帷幕，主办方从
来自全球7个国家的70个设计方案中遴选出12件入围作品，来自
DKFS建筑事务所的“丝跃城南”荣膺一等奖，独享11万元奖金。

此次设计方案征集由浦口区政府发起主办，浦口区城市建设
与更新指挥部、浦口区城乡建设局、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浦口
分局承办。景观步行桥位于城南中心核心板块，是连接大悦城和
金陵星图两大地标建筑之间的重要通道，也是联系城南河两岸商
业、文娱、住宅等功能的纽带。

记者了解到，在前期近两个月的征集阶段，7个国家的52家
机构提交了70件参赛作品。经过初评和终评两个环节，专家评审
团在12件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一等奖作品1件、二等奖作品2件、三
等奖作品3件。一等奖作品“丝跃城南”由DKFS建筑事务所设
计，借鉴了南京丰富的丝绸工艺历史，形如落纸，又似丝带迎风飘
扬，通过精巧构思将地方人文融入新城市资产。

城南片区是浦口着力打造的重点板块，今年以来，浦口区城市
建设与更新指挥部正抢抓江北地区一体融合发展的机遇，加快释
放城南中心区位、空间和产业优势，全力建设人、城、境、业融合共
生的现代化城市客厅。

城南河步行桥设计大赛落幕

□ 本报记者 许雯斐 通讯员 王若宇

一间宽敞开阔的厂房内，工程师和工
人们协作，正在对一条产线进行调试，预计
到明年9月，全部设备到位，调试、试产完
成，一件件光学膜材料就可以在这里量
产。11月22日下午，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
业园内，记者走进刚刚开业的南京领视达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整栋楼上下5层都充
满着紧张又忙碌的气氛。

近年来，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围
绕新区“3+3”主导产业方向，在做强原有
汽车、轨道交通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发展
新兴产业，不断培育新的增长极，其中，一
批光电类企业落地并快速成长。

“智能制造产业园光电产业的发展已
经很有气候。”南京领视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景龙向记者细数起园区的光电
产业链，如光电显示领域的奥汀光电、华易
泰等。

正因如此，已稳步经营10年的领视达
选择落户智能制造产业园，并非只是产业
规模的再扩大，而是要实现一次颠覆式的
跨越。

从单一材料的生产变为向产业链下游
延伸，拓展客户群，与品牌方深度合作，跟上
市场的脚步。这就是领视达在智能制造园
落地、建设生产基地的目的所在。“这也是我
们选择江北新区，选择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原
因，这里产业氛围好、创新生态浓，对于新项
目的成长很有益处。”刘景龙说。

随着消费类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的快速发展，与之息息相关的光电产业发
展迅猛。尤其当下，消费类电子产品更新
速度越来越快，新能源汽车对于智能显示
设备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始终高速增长的
光电产业链，依然机遇无限。

然而，即便是看似与终端产品较远的
光电材料领域，也要紧跟市场，才能走上前
沿。谈话间，刘景龙打开手机，兴奋地向记
者展示着一个视频，那是联想全球首款卷
轴屏电脑的产品推广。“从前，我们在电影
里看到的对未来产品的想象，都在一个个
实现。而作为一家中国现代企业，一定要
跟上时代，才能真正有能力参与全球竞
争。”刘景龙说，这当中，研发是企业参与竞
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按照厂区规划，在厂房三楼，领视达将
建设6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研发中心）。
在扩大生产的同时，公司将搭建起完整的
研发体系。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
AMOLED 智能手机面板出货约 6.68 亿
片，同比增长36.3%。再看国内，光电产业
快速发展，几家龙头企业已占据较大市场
份额，有能力与国外大公司竞争。在电光
火石般追逐“光电”的赛道上，要想占据一
席之地非常不易。

在距离领视达5公里处，江北智能制
造产业园智城园内，另一家发展稳健的光
电企业南京奥汀科技也在进行着战略方向
的重要调整——从ODM代工为主转向研

发自己的自主品牌产品。
奥汀科技选择的赛道是新型显示设

备。“目前，我们已开发出两款产品，一款是
无线图片传送系统，另一款是智能会议系
统。”南京奥汀光电科技董事长凌涛介绍，
产品已经进入小批量验证阶段。

在大约 100 平方米的会议室内，一
个像桌面音响大小的长方形设备，就可
以让远程会议实现“面对面”的效果。设
备传输画面可以达到4K高清，摄像头可
覆盖至100平方米面积，系统集成的AI
自动捕捉技术，可根据声音捕捉发言人
面孔……

“今年，我们投入了4000万元在产品
研发。今年年底，自主研发的无线图片传
送产品就会面向市场量产，已经有客户在
跟我们敲定订单。”凌涛说。

在奥汀科技4楼，用于量产无线图片
传送设备的洁净厂房已经准备就绪，只见
一个个工位上方安装了一款显示着二维码
的平板。原来，这就是奥汀科技自主研发
的无线图片传送设备，在生产中，它将取代
传统纸质手册，辅助工人作业，并嵌入产线
的数字化管理系统之中。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
不来的。”没有谁比做企业的科学家对这句
话感触更深。

去年4月，费勉仪器科技(南京)有限公
司 对 外 发 布 MBE—600、MBE—800、
MBE—1000全自动分子束外延系统多款
硬核工业化镀膜新设备，此次新产品的发

布标志着南京江北新区在光电领域取得突
破式迈进。

费勉仪器是一家专门为复杂研究课题
提供解决方案的精密仪器公司，服务对象
包含了全世界各地的多所知名大学及研究
机构。企业之所以选择落地江北新区智能
制造产业园，是为了开辟自主研发高端精
密仪器的工业化之路。

“高端精密仪器制造是小众领域，这
块市场不大，做起来也很不易，但却关乎
产业链的关键领域。公司几位创始人一
直都很坚定，这块‘硬骨头’必须啃。”费
勉仪器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总裁办侯娟
君说。

车间内，一台包裹着保鲜膜的设备已
“整装待发”，很快，它将被发往客户车间内
试生产，进行与原有产线的磨合。“工业化
镀膜设备都是为企业量身定制，生产周期
较长，一般从设计到出厂要1—2年，还要
花上至少半年的时间送去产线验证。”侯娟
君介绍，工业设备与科研仪器在稳定性、自
动化程度等方面的要求大不相同，需要研
发人员一点点磨合、攻关。

目前，工业化镀膜的高端设备依然依
赖进口，国内能够与进口成熟产品对标的
几乎没有。费勉仪器落地智能制造产业园
后，始终坚持关键技术瓶颈的攻关，现已突
破核心技术，成功研制出多款适用于大批
量生长红外探测器、新型光电子器件、先进
光源材料和第三代半导体薄膜材料的工业
生产级别分子束外延镀膜装备。

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又一光电项目落地

这束智造之“光”越来越强

本报讯（周敏 喻华轩）11月25
日晚，由南京雨花台区出品的原创励
志话剧《芯时代》迎来首演。该剧以许
东阳、孟晓磊、张宁三人在位于雨花台
区的中国（南京）软件谷的创业故事为
原型，以艺术的形式再现真实又动人
的过往，传递“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
强则民族强”的态度。

为了公司发展动用结婚资金、为
了攻克技术难关忽略家庭、为了实验
结果反复论证到凌晨、为了技术突破
多方尝试攻下一个个卡点……风雨
历程，纷纭往事，情感交错，命运沉
浮。每个情节，都能在这片“最年轻、
最创新”的土地上寻找到原型。

从2001年中兴通讯入驻，至“云
大物移智”兴起，再到迈入数字经济
时代，“雨花软件”历经迭代升级，成
为软件名城的“地标”。在实现中国
梦的道路上，一代又一代软件人作为

科技兴国道路上的探索者，坚守“艰
苦创业、开拓创新、争创一流”的精
神，贡献着自身的光和热。《芯时代》
是国内目前唯一围绕软件和芯片主
题创作的话剧。可以说，它讲的是雨
花软件人的故事，却也是中国软件人
的缩影。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科技创新”和
“文化自信”作出新部署。“创新源自雨
花的奋斗底色，文化彰显雨花的独特
气质。”雨花台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说，从内容上看，通过再现雨花软件人
的创新创业故事，展现当代青年的风
采风貌，引领新时代青年树立科创自
信；从形式上看，话剧是培根铸魂、启
智润心的艺术，是涵养城市文明、坚定
文化自信的抓手。雨花台区将继续深
挖软件人的事迹，通过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用文艺的力量讲好雨花故
事，坚定文化自信。

原创话剧《芯时代》首演

本报讯（周敏 邵川川）11月24日晚，以“‘程’风破浪，‘码’
动未来”为主题，2022年雨花数字人才节暨第三届中国（南京）软
件谷“1024程序员节”开幕。2022年度风云人物奖（新上市企
业）、锐力之星奖（年度高成长性初创及成长期企业）发布。

软件谷管委会主任孙中华介绍，“1024程序员节”自2020年
首届举办以来，始终以宣传、激励、赋能、服务程序员群体为宗旨，
让广大程序员切身感受软件谷“最年轻、最创新”的青春气质、“最
活跃、最智慧”的双创氛围，向全社会展示程序员坚持技术创新、追
求卓越极致的优秀品质。

软件谷已形成“六大产业集群”，正抢抓工业软件、元宇宙“两
个新赛道”，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全力构建“6+2+X”产业体系，推
动软件谷向“数字谷”全面转型。当晚，软件谷元宇宙产业联盟成
立，涉及VR、AR、XR系统开发工具等技术领域及应用场景的25
家企业首批加盟。

“哈喽，大家好，今天是元宇宙的盛会。”“呀，我的老板也在现
场，赵总好。”数字人“小谷”出现在大屏上，眨眨眼、挥挥手，还主动
与主持人热情互动，让人直呼有趣。“她的原型就是我。”南京梦元
未来科技有限公司CEO赵时说，数字人前景广阔，今年底企业将
上线一款APP，用户通过一张照片即可生成专属数字人。

软件谷是南京中国软件名城核心区、示范区，集聚各类涉软企
业3700家、软件人才33万人。近年来，软件谷打造“谷雨双创学
院”特色培育体系，搭建“智慧软件谷”、双创服务等平台，当好服务
人才“店小二”，做好人才服务“小管家”，让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
住、用得好。

软件谷“1024程序员节”举办

本报讯（记者 董翔）11月25日，鼓楼区环南艺管委会举办
“幸福鼓楼这十年·向人民群众汇报”活动。驻区企业、党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作风建设监督员和观察员、社区工作者、基层群
众等参加。

活动中，环南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主任马兴松向与会代表
汇报工作。十年来，环南艺街区从小空间小园区的改造、建设、运
营起步，共投入近26亿元打造了石榴财智中心、南京中广视听谷、
留创园、乐创81文创园、四方文创园、王家山荔枝文创园、南艺后
街一期、江苏非遗创新基地等8个空间载体，总建筑面积约12万
平方米。在环南艺街区，华润数科、央视产业集群、京东科技、洋河
文创、荔枝文创等一批央企区域总部和行业龙头企业已形成头雁
效应，由此集聚近1000家企业，其中文化类企业600余家，规模以
上文化企业12家，吸纳从业人员过万人。街区在2015年、2016
年先后入选南京市、江苏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通过打造“大蓝鲸”雕塑、外秦淮河码头、紫金电视塔等地标性
建筑，联合高校和企业举办南艺“520”毕业嘉年华、国际河畔艺术
节、古林梅花艺术节、秦淮河龙舟赛、大蓝鲸潮玩节等群众性文化
体育活动，建设“环南艺党群（企业）服务中心”“梧桐语城市客厅”
等惠民便民服务中心，街区消费游览人群由过去单一的食客、文玩
爱好者群体，向全年龄段市民转变。街区2021年以来先后入选江
苏省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南京市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省级文化和旅游休闲街区。

“环南艺”文化从业者破万

本报讯（仇惠栋 江高轩）11月26日，主题为“数智驱动、引
领未来”的数动未来空间站揭牌开放仪式在江宁高新区举行。数
动未来空间站由江宁高新区联合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数
动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建设，是江宁首个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基
地。活动现场有12个数字经济项目签约入驻。

数动未来空间站位于江宁高新区龙眠大道180号，总建筑面
积约15000平方米，包含数字经济展厅、多功能发布厅、精装独立
办公空间、精装带直播设备直播室、联合办公空间、生活休闲空间，
集商务、休闲、娱乐、健身等功能于一体，以数字经济产业为核心，
聚集5G、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大数据、区块链等方向，打造立足南
京、辐射长三角、面向世界的数字经济产业综合服务平台。

数动未来空间站依托江宁大学城科教资源优势，携手省属重
点高职院校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共建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创新
平台。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将充分释放双创教育实践体系及

“5A”管理模式优势，为空间站聚拢人才、引进企业持续提供创新
原动力。空间站将以数字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推进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提供学生实践和科研成果
转化平台，深化政产学研合作。

签约仪式上，京东集团数字商贸项目、格力数字制造产业学院
项目、中科院数字物联网项目等12个数字经济项目签约落户数动
未来空间站，项目内容涉及数字商贸、数字专项基金、数字直播、数
字文化、元宇宙、数字制造、物联网、数字营销、数字教育等数字经
济领域。

发展数字经济，江宁高新区有独特的资源禀赋。江宁大学城
与数字经济高度关联的8所高校开设相关专业超过80个，部分驻
区高校围绕数字经济已建设一批孵化器、实验室、创新中心。当
前，江宁高新区积极抢抓机遇，在省内率先出台扶持数字创意产业
发展和加快元宇宙产业发展的两个政策，获得全市唯一的“元宇宙
产业发展先导区”称号，今年已签约落户总投资超120亿元数字经
济项目，产业生态圈逐步完善，聚力打造国家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
示范区。

数动未来空间站的揭牌，也是校地企三方融合发展、合作共赢
的成功典范。近年来，围绕激发大学城创新创业活力，释放高校科
教资源优势，江宁高新区通过实施“一校一策”赋能产业发展，与多
所高校形成密切合作。下一步，江宁高新区将加快资源要素整合，
健全科创生态体系，深化政产学研合作，加快打造具有江宁特色的
校地融合发展典范区。

江宁数动未来空间站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