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观察·特别报道SZ08 2022年12月1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盛峥 版式：袁玉珍

擦亮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完成太湖围网拆除、水源地整治、七都镇
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坚持精准施策、源头
管控，创PM2.5平均浓度有监测数据以来最
好水平；投入近3亿元实现全镇228个自然村
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全覆盖；发布《七都镇“五
个一”整治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力争“不砍一
棵树”“不填一条河”“不见一片污”“不留一裸
土”“不增一根杆”……十年来，七都镇将一项
项细实举措落到实处，在做好污染防治“减
法”的同时做好生态修复“加法”，使生态环境
质量不断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需久久为功。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七都持之以恒聚焦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在品质提升中“做文章”，突出抓好太湖生
态保护，持续完善溇港、湿地等保护机制，保
护好塘浦圩田等重要农业遗产，不断提升生
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沿着南公堤前行，笔直平整的道路上杉
木夹岸而立，与花海草坪相映成趣，木质的古
栈道修旧如旧，浩渺太湖近在咫尺，微波粼
粼，远处洞庭山峦清秀起伏，让人心旷神怡。
这一切离不开庙港太湖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
有序推进。

以7.8公里长的南公堤为“枝干”，七都镇
还将“陆家田居”“更楼旧事”“南盛新韵”“太
湖水城”“南师缘起”五朵“金花”串珠成链，让

“儒林塘桥”“悠悠湖塘”“归园田居”“夜半寻
鹅”“太湖天灯”“醉美驳岸”“运粮古道”“广陵
船影”等湖塘八景如绿叶般点缀其间，融合打
造田园、乡村、产业等特色资源，形成“一根枝
干、五朵金花、八片绿叶”的生态蓝图，打造太
湖东南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既要打造生态绿色好风光，也要形成长
效治理新格局。

落实“散乱污”企业长效治理机制；深入
开展重点行业整治，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加快
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进度，让“生态绿”始终成
为七都发展的最靓底色；对爃烂大道、吴越
路、庙震路以及G50七都高速出入口等主要
道路沿线、关键节点景观气质全面提升；全区
率先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改革，瀚蓝环境“城
市管家服务”正式入场……七都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迅速拿出一系列举措，让精准治污的
成果更加可感，生态保护的成色更加鲜明，环
境整治的成效更加彰显，推动绿色发展再上
新台阶。

数字化改造激发产业活力

十年间，七都的民营企业百花齐放、蓬勃
发展：凯伦股份、通用电梯接连上市，加上之
前上市的亨通光电、德尔未来，一个小镇走出
了4家上市企业。在这些龙头企业的示范引
领下，七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冲劲十足，十
年来，全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亿元，到今
年底地区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700亿元。

作为吴江的经济重镇，七都对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追求远不仅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这无疑为七都在绿色发展中“抢先机”
增添了无穷信心。七都镇深入推进绿色低碳
示范镇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产业转型、能源结
构、镇村建设、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与生态体
系协调共生，打造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低碳发展城镇样板。

在“抢”出低能耗快增长发展新基调的同
时，七都乘势而上，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把发
展民营经济作为全镇高质量发展的“主力
军”，支持引导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
转型，努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愈加鲜
明的产业发展优势，奋力“抢”出转型升级新
动能。

七都持续优化产业规划与空间规划，深

入实施低效工业企业整优提升攻坚行动；同
时，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努力构建富有竞
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来到位于七都镇西南
端的吴越智能制造产业园，澳冠智能装备项
目、格林新材料项目、贝达半导体材料项目等
不少项目正开足马力建设中。该园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这里原本集聚着30多家低端低效
企业，经清理腾退后重新规划建设而成，重点
引进半导体、新材料、智能装备、数字经济等
产业链优质企业。目前已签约米果新材料、
民生电商、福峰智能制造等9个项目，总投资
超30亿元。项目达产后，年产值预计达150
亿元，税收超1.8亿元。同时，七都镇新材料
产业园、科创产业园建设也正在逐步加快，

“三大载体”齐头并进，为七都镇产业有机更
新和迭代升级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源”。

连日来，坐落在七都镇的江苏欣达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
工景象。欣达通信总经理邹卫华介绍，这里
正在新建一座智能化厂房，预计今年年底完
成厂房竣工验收，明年建成投产。“传统光缆
制造存在生产效率低、品质不稳定等一系列
问题，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系统的导入是不
可阻挡的趋势。”邹卫华说，该项目将成为企
业转型升级之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除了加快推动工业企业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持续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七都还努力融入“环太湖科创圈”建
设，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创新
型产业集群和企业生态群落，持续推动全镇
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约化。
今年1-10月，七都镇新兴产业持续释放活
力，规上新兴产业产值372.26亿元，同比增长
18.36%；规上高新产业产值348.92亿元，同比
增长19.81%。

形塑地方特色文化品格

地处吴头越尾的七都，精妙交融了吴风
越韵，形塑出得天独厚的灵秀品格，更从未停
止对文化的坚守。七都太湖渔歌、七都腌桂
花、腌香大头菜、制橹、硬木家具制作等一大
批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保护传
承中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溇港文化、江村
故事也不断书写出新的篇章……过去十年，
太湖小镇七都不断推陈出新，塑造出活色生
香、耐人寻味的“江南文化新空间”。

在守正创新中更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才能更好地拥抱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七都坚持加强对溇港文化、昆曲木
偶等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挖掘、
保护、传承与利用，不断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

文化更加自信自强，必须融入创新理
念。夜幕降临，吴溇老街渐渐热闹起来，不少
新业态已开业，吸引着小镇居民来此休闲娱
乐，让老街更具烟火气。经过综合改造，如今
的吴溇老街不仅打造出溇港市井场景生活
地，也融入了更多现代都市元素，打响了“吴
村烟市”品牌。七都还通过景观亮化，点亮春
塘叠翠、秋野游灯、刘漾菱歌、吴村烟市、朱圩
渔舍、隐读耍帆、双桥峙塔、古杏笼庵等“六都
八景”的瑰丽景观。

文化更加自信自强，必须融通日常生
活。走进开弦弓村，村道干净整洁、小清河河
水清澈；传统的农贸市场被颜值在线的江村
市集替代；原本废旧的民房、学校、猪圈、羊棚
被改造一新，成了江村Club、江村文化礼堂、
驻村教授工作室、幸福凉茶铺等；稻田中建起
了“江村1936·南园”，重现1936年费老照片
中的场景。最近，仅用了2个月时间，村里
2000多平方米的老旧厂房焕然一新，被打造
成极具现代气息的“江村1936·嘉年华”，成为

“大美江村”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文化更加自信自强，必须融合学校教

育。“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
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
天，七都小学里传来婉转缠绵的戏曲声，正是
七都昆曲木偶非遗传承人孙菁在讲解昆曲木
偶知识，传授演艺技法。七都镇拥有全国唯

一一个昆曲木
偶社，作为第四批
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七都昆
曲木偶以昆曲为媒介，以人
偶为形式，演绎出“双手提治生
旦净丑千般态，一腔唱妙喜怒哀乐
百样声”的文化魅力。七都把昆曲木
偶文化引入中小学校园，致力于让昆曲木
偶成为老少皆宜的文化娱乐项目，得到更好
传承。

前不久，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下乡，群
文汇演”送戏下乡演出活动在群幸村开办，把
弘扬正能量、歌颂真善美的传统戏剧节目带
到百姓家门口，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群众精神文
明建设，谱写“七都新风”，彰显“七都温度”。

乡村振兴增进民生幸福

回望十年来路，七都镇开弦弓村综合提
升项目高效推进；如家小镇乡野趣乐部、亨通
凯莱酒店二期等一批文旅载体相继建成；浦
江源太湖蟹生态养殖示范园获得国家级、省
级、市级荣誉“大满贯”，一条以该园为亮点、
26个特色康居乡村连片的“春风浦源·渔耕水
韵”田园风光带正在逐步形成，乡村振兴的现
实模样更加可观可感可享。

踏上新的征途，自觉肩负打造新时代鱼
米之乡“最江南”的责任使命，七都依然任重
道远。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七都围绕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振兴”，以实际行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加
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打响“中国江村”名片，
高标准建设美丽乡村，以党建引领乡村发展，
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努力把百姓幸福感变
成“美美七都”最贴切诠释。

七都镇启动大闸蟹直播节，并开展农民
直播“带货”培训，引导当地种植户、养殖户向
新型职业农民转变，助推太湖蟹产业加快实
现数字化营销升级，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这几天，在七都镇庙港社区，90后蟹老板
周宇和爷爷周阿大密切关注着网店供应商蟹
塘的情况。此前，周宇承包下七都浦江源水
产园区物流中心一半的厂房，改造成捆扎、分
拣、打包车间，提升网店出货速度。“有了这条
线，我们的出货效率会大大提高。去年我们
网店的销售额突破了2000万元，今年我的目
标是3000万元。”周宇自信地说。

除了想方设法推进特色农业发展，七都
还将目光投向了农文旅融合发展。在11月
23日举行的长漾之约 最美江南——环长漾
新时代鱼米之乡“最江南”样板区规划发布暨
项目启动仪式上，《环长漾新时代鱼米之乡

“最江南”样板区暨桑基鱼塘保护发展规划》
发布，旨在以桑基鱼塘为特色，系统推进环长
漾地区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新时代鱼米之
乡“最江南”样板区。作为建设主力之一，七
都以“江村”为脉、“溇港”为引，打造净化示范
桑基鱼塘、创新探索桑基鱼塘（二期）和“江村
1936·山水桑田”，完善产学研深度合作机制，
加快迈向研学旅行胜地。现场，七都镇农文
旅融合战略合作项目同步签约。

如果说，产业振兴给百姓带来更高的收
入，那么，生态振兴则让百姓生活更具品质。
七都铆足劲高标准建设美丽乡村，做美做优沿
太湖、环长漾特色田园乡村带。漫步在爃烂村
徐杨港自然村，只见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都竖
起整洁的围栏，里面种满各色花草和各种蔬
菜，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丰富着百姓的餐桌。河
两岸的驳岸也修缮一新，让百姓多了亲水好去
处。当前，包含爃烂村在内，七都沿太湖26个
康居村建设已全部完成区级验收。

正如太湖之水无惧风浪，始终奔涌向前，七
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脚步也将永不停歇，在一
浪更胜一浪的挑战中奋力激荡出一个更加辉煌
的明天，向着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断进发！

走在苏州七都太湖湿地公园，湖风
过处，涛声阵阵，浪花不断拍打在岸堤
上。这滚滚而来的浪潮，化为催人奋进
的动力，翻涌在吴江区七都镇这片干事
创业的热土上。这十年来，七都镇拿出
“真诚拼搏”的精气神，鸣响攻坚奋进的
最响亮号角，在击鼓催征中逐浪而行，在
百舸争流中奋楫争先，不断激起高质量
发展的千层浪。

扮靓23公里生态岸线、接连培育出
4家上市公司、吴溇老街焕新貌、江村“志
在富民”蓝图逐渐成为现实图景……一
路走来，七都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用十
年拼搏铺就经济发展韧劲十足、生态底
色更加鲜明、乡村振兴步伐坚定的精彩
图景，塑造了“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最佳
取景框，不仅为经济社会发展积蓄起丰
厚家底，也坚定了对未来的十足信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现代化。七都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成立镇党委宣讲团，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落地落实、见行见效，为全面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吴江新实践作贡献。

踏上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七都镇拿
出“拼、抢、实”的精神劲头，以“一溇一港
三村五园”的创新规划破题现代化新考
题，以“经济强镇”“生态立镇”“文化兴
镇”三张名片诠释现代化新内涵，纵笔挥
毫出一幅产业兴、生态美、文化昌的现代
化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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