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12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在四季春果
园留下了“现代高效农业是农民致富的
好路子。要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让农
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
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
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的殷殷嘱托。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镇江全市
上下齐心协力，笃定前行，农业农村面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振兴硕果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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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乡村振兴硕果盈枝
看农业蓬勃发展

在四季春果园里，近年来园区
种植科技含量不断提升：2015 年，
草莓园里安装了空气能加热机，在
冬天最冷的时候能够加热，保证草
莓根系生长；2018年安装了水肥一
体化设施；2022年下半年，农业园投
入70万元改造8亩连栋大棚作为草
莓育苗基地……“现在我们是农业+
旅游的模式，农产品销出去了，游客
还能走进来，不仅果园销售上去了，
还能带动全镇产业的发展。”世业镇
先锋村原党总支书记聂永平介绍。

依托“现代高效农业+生态旅
游”产业定位，世业镇坚持农文体旅
融合发展，先后招引开心休博园等
一批亿元以上项目，新建卫星村旅
游综合体，陆续开发一批优质旅游
景点。产业兴旺带来岛上人气旺。
全岛年均接待游客约 100万人次，
旅游收入持续保持在亿元以上。

积极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特色乡村产业竞相发展。近
年来，镇江农产品加工业保持稳中

增效，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农村电
商持续快速发展。2023 年全市规
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
达 530.4亿元。年末拥有省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1家，休闲农
业综合收入22.1亿元，农产品电商
销售额达64.7亿元。

看乡村赏心悦目
冬日，漫步于经开区大路镇小

港村，眼前展开的是一幅宁静而美
丽的画卷。道路宽阔而整洁，河道
中碧波轻荡，映衬着村庄的宁静与
和谐。步入村中，每一处都令人赏
心悦目；走进院落，别致而静雅的氛
围让人流连忘返。村里的老人们三
三两两，坐在家门口，享受着温暖的
阳光，闲话家常；孩子们在户外嬉
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乡村要振兴，环境是底色。近
年来，镇江市致力于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开展村庄绿
化美化，实施道路绿化、河道绿化、
家前屋后绿化、农田林网完善四大

工程，有效地提升了人居环境的质
量，村庄“颜值”持续提升。

数据显示，2023年，镇江全市完
成农村户厕改造4061户、改善农村
住房 2373 户，新建农村生态河道
160 公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40.6%，生活垃圾集中收运率、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行政村覆盖率均达
100%。实现村内路网绿化率达95%
以上、水网绿化率达95%以上、村庄
绿化覆盖率达35%以上。目前，全市
已累计建设绿美村庄756个，国家森
林乡村13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36
个、市级特色田园乡村40个。

看农民喜笑颜开
“我们家以前种了 10亩草莓，

现在发展到15亩，去年亩均效益达6
万多元，谁能想到15亩草莓让我成了

‘百万富翁’。”句容市白兔镇“莓农”王
柏生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有着三十多年种植经验的王柏
生是远近闻名的草莓种植大户。
2005年，他领头成立了柏生草莓专业
合作社，为周边农户提供草莓生产的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通过网上团购，
带动了周边农户销量。这些年他不断
引进、试种，让新品种的草莓抢“鲜”
上市，满足不同游客的口味需求。
2019年，他又率先吃上了“螃蟹”，让
草莓住进了“玻璃温室”，“这样一来，
通过清洁化种植，大棚光照更加充
分，抗风险力强，草莓口感也更好，还
能提早上市，来现场采摘的游客都多
了起来。”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名
牌轿车，王柏生的家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近年来，镇江先后印发乡村建
设行动实施方案、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实施方案等，持续推进乡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
断缩小城乡差异化水平。全市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2 年的 1.42
万元提升至2023年的3.55万元，累
计增长1.5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水平位居全省前列，城乡居民收入
比也由 2012 年的 2.10:1 缩小至
2023年的 1.82:1，是全省城乡收入
差距较小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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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无锡滨湖以大地作纸、
以创新为笔，“强富美高”滨湖新图景
一步步变为现实。2023年滨湖区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100.6亿元，GDP
增幅达6.5%，全无锡市第一；2024
年前三季度，滨湖区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849.04亿元，同比增长6.3%，增
速依旧位列全市第一。

一项项数据，传递出滨湖经济发
展的信心和力量。

通讯员 冰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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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科创之笔，画“强富美高”新图景
科技创新地，催生产业

强劲动能
无锡滨湖212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近六成面积是水，剩下四分之一
是山，但在这样一片山川秀美的土
地上，滨湖打造出了超百亿规模的
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软件信息、旅
游等产业，凭借的就是“创新”精神。

创新已融入滨湖的血脉，成为最
鲜明的气质。500米长的陆藕路走
出9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破千亿元；
2000米的滴翠路，汇集了6家上市
企业、5栋税收“亿元楼”、14家总部
企业和193家高新技术企业；11.8公
里长的山水东路，更是诞生了“奋斗
者”号、“蛟龙”号载人深潜器等一批
国之重器。

作为无锡重要的科创策源地，滨
湖集聚了全市约90%的科研院所，大
院大所“浓度”位于全国县区前列。
根据最新发布的《省政府关于2023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无锡市共有41个项目荣获2023年度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其中滨湖区有21
个项目榜上有名，上榜数量位居全市
第一，科技创新成果显著。

今年，滨湖持续放大科学技术
溢出效应，以山水东路为中轴，启动
建设山水东路科创谷。科创谷以

“院所经济、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为
产业主导方向，精准实施产业项目、
科研机构和优质人才导入，不仅加
速推动了一批高端装备创新研究院
等研发平台的落地，更集中了3000
余家以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产业为主导的新兴企业。

这里的创新动力，正不断转化
为产业的实力、城市的魅力和投资
的潜力。

碧水青山间，厚植绿色
发展本底

滨湖，因水而生、因水而美、因
水而兴。太湖滋养着滨湖，滨湖也
反哺着太湖。

近年来，在“两山”理念的引领
下，滨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太

湖沿岸的生态环境，守护着水清、岸
绿、景美。日前发布的市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太湖首次被生态环境部
评为良好湖泊，湖心区近年来首次
实现年度Ⅲ类水质。

2023年度，滨湖区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旅游产业成绩斐然。据统
计，本年度滨湖区旅游收入再创新
高，2023 年全区接待旅游总人数
3001万人，实现旅游收入334亿元。

绿色，是生态底色、产业成色，
也是发展本色。树立产业标杆的同
时，滨湖在建筑领域，也开启“碳”索
高品质绿色建筑新纪元。

无锡光子芯片研究院是滨湖竞
速量子科技赛道的“头号工程”，如
今也成为全市首个新建分布式光伏
发电实时并网项目，随着一套太阳
能光伏发电系统在研究院楼顶铺设
完成，这里既能独立发电又能并网
运行，年发电量预计达 20 万千瓦
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00 吨，实现高效供电的同时最大
化利用绿色电能。

生态的答卷，写在绿水青山间；
发展的画卷，铺展万里河山处。滨
湖不断逐绿而行、勇“碳”新路，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绿”动。

人文烟火气，激荡经济
繁荣活力

山水灵动，人文璀璨。立足深厚
人文底蕴和发达经济基础，新时代的
滨湖坚定文化自信，在加速奔向中国
式现代化的壮阔航程中，不断发掘

“人文之美”，成就“经济之兴”。
这里从不缺传奇，更不缺续写

传奇的创意。2023年，位于滨湖的
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成功入选
首批“长三角人文经济典型案例”，
与它同时入选的，还有滨湖马山的
拈花湾禅意小镇。作为第一批江苏
省级特色小镇，拈花湾以“禅”为核
心文化主题，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与“吃住行游购娱”多业态融合，开
启了中国文旅小镇建设“无中生有”
的创新模式。

努力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区域发

展的新流量、新动能，近年来，滨湖
区以文化强区建设为总揽，以人文
经济为导向，不断深化文化遗存利
用，加快推进荣巷历史文化街区转
型发展，让城市中的历史建筑成为
承载江南文脉的重要部分。经过近
1年多的改造，焕新升级荣毅仁纪念
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从鼋头渚景区独树一帜打造
“世界级赏樱胜地”，到红沙湾景区
改造提升为无锡太湖植物园，从火
爆出圈的粉色“锡马”，到环太湖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环太湖帆船拉力
赛等诸多品牌赛事落地滨湖，山水
风光与人文底蕴的相互交融，地域
特色与政策赋能的双向驱动，已经
成为滨湖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
典思路，不断成就着这片湖湾更浪
漫的未来。

太湖北岸，人文与创新双向奔
赴的动人故事，产业与生态共荣共
生的和谐景象，坚持不懈只争朝夕
的奋斗之姿，正凝聚成一幅“强富美
高”的“滨湖新图景”。

2024.12.12 星期四
责编：曹玉兵 谢卫东 美编：陈恩武特别报道A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