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南湖新闻 2024年11月21日 星期四

电话/82838502 E-mail/jbnhxw@163.com 编辑/潘叶萍 版式/李 栋 校对/王斌渊

综合

（上接1版）
20年来，作为浙江中科应

用技术研究院总部所在地，嘉
兴南湖高新区（嘉兴科技城）大
力引进大院名校，形成了“2+
X”创新载体体系，科技创新、
产业发展结出累累硕果。嘉兴
南湖高新区（嘉兴科技城）将以

浙江中科应用技术研究院成立
20周年为契机，深入对接研究
院在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能
源新材料三大产业的科创成果
资源，持续集聚院地力量，积极
搭建关键性技术协同创新平
台，推动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产业合作项目落地。

创新南湖再谱新篇

（上接1版）
“地名保护的意义不仅

是对这些地名历史价值的认
可，更是对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深化和拓展，旨在
唤起公众对地名文化的重视
与保护意识。”区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编纂地名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有助于深入挖
掘和传承地名背后的文化价
值，提升公众对地名文化的
认知度和保护意识，为地名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据了解，南湖区此次编纂
第四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是根据申报地名的实体文
化特色、社会公众认可度、珍
稀续用意义和革命传统等内
容，经过区民政局组织地名专
家库人员，从时间要素、文化
含量、影响程度、传承价值等
方面充分研讨。下一步，南湖
区将制定地名文化保护措施，
加大地名文化宣传力度，逐步
完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全方位展现南湖区城市历史
和发展脉络。

8个地名入选 传承城市记忆

掘地三尺、卫星遥感……全面摸清土壤健康状况

土壤土壤““体检体检””了了！！南湖区土壤三普工作加速推进南湖区土壤三普工作加速推进
■记者 谢梦骑 通讯员 孙 达

本报讯 昨天下午，在南湖区湘
家荡区域的东三里港旁一片刚收割的
田野边缘，一名技术人员手握土钻，挥
动橡皮锤，将取样器打入土壤中，随后
小心翼翼地拔出土钻，将多余的土壤
轻轻抖落。不远处，另一名技术人员
正全神贯注地摆弄着刚刚取出的土
样，仔细观察着土壤的颜色、质地和层
次。

目前，南湖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正紧张进行中，工作人员在进行土
壤类型边界踏勘，推进土壤类型野外
校核。

此次全国土壤普查，已是历史上
的第三次。在1958年至1960年间，全
国开展了第一次土壤普查，提出了全
国第一个农业土壤分类系统。到了
1979年，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又轰轰

烈烈地启动，重点普查了土壤资源的
类型、分布、肥力等基本性状，其成果
不仅成为全国各种资源调查、评价和
规划的基础数据，更成为农业发展的
宝贵财富。

如今，时隔 40多年，经济社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施肥方式的转
变、耕种方式的革新以及城镇化、工业
化的快速推进，都在不断改变着土壤
的结构和质量。

此次南湖区土壤类型边界踏勘工
作由浙江省农科院环土所副研究员邹
平带队。他告诉记者，在施肥方面，过
去农业生产中有机肥占据主导地位，
现在则更多地依赖于化肥。这种生产
方式的变化对土壤结构、理化性状指
标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土壤的
质量和肥力发生了显著变化。

面对这些挑战和变化，南湖区第
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自去年正式启

动以来便备受瞩目。
邹平表示，土壤三普更注重摸清

土壤质量家底，为土壤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经过努
力，南湖区先后完成了土壤表层样点、
剖面样点、土特产样品的外业采集和
室内测试化验等工作，目前已经进入
了成果编制阶段。

在范围上，土壤三普重点对耕地、
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
开展调查，其中特别关注与食物生产相
关的土地以及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
的未利用地。与土壤二普相比，土壤三
普不仅强化了土壤利用相关调查项目，
包括农田建设、土地利用、施肥管理等
内容，还新增加了生物调查等项目。

在南湖区农水局的组织安排下，
目前已布设了全市第一批外业校核点
位 69个，通过查看影像地图、现场观
察、钻取土样、试剂测试等，仔细分析

校核图斑，最终确定土壤类型及分布
边界。

相较于土壤二普，土壤三普在外
业调查方面充分利用了遥感、地理信
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移动互联等现
代技术。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
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还构建了多
层级的现场实操、在线技术指导和质
控体系。这使得每一个采样点位都能
得到实时的技术支撑，实现过程跟踪
和质量控制，从而确保了普查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

“加快推进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是全面真实准确掌握耕地质量的重
要途径，为今后提升耕地质量提供基
础数据。”区农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南湖区将进一步完善耕地质
量监测评价制度，为因地制宜开展种
植、施肥、改土、治理、养地等提供精
准指导。

“南湖美主播”提升创业能力
■记者 朱弼瑜 通讯员 丁雨露

本报讯 昨天，南湖区妇
联和万像园区管理（嘉兴）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女性直播
创业培训班在蠡园数字双创
基地举行，全区各镇（街道）数
十名有意向从事直播创业的
女性参与培训。

活动请来专业导师，为大
家带来直播、短视频技能培
训，抖音运营实战分享，直播
基地实地学习等内容。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不断
发展，网络主播渐渐成为新就
业群体中备受关注和不可忽
视的群体。南湖区自 2020年
组建了“南湖美主播”联盟队
伍，开展爱心公益助农助企活
动。近年来，各级南湖女主播
在发展经济、带动旅游、推介
我区特色产品等方面都作出
了重要贡献。

今年，南湖区更成立了区

互联网行业妇联，蠡园数字双
创基地也率先成立了全区首
个直播基地妇联组织，引领互
联网行业妇女群众积极投身
现代化建设，为互联网行业的
职业女性赋能并提供服务。

目前，南湖区妇联正实施
“云领巾帼赋能行动”，积极推
动建设巾帼直播基地，培育巾
帼直播能手，以课堂培训、资
源链接等多样形式，提升“巾
帼主播”专业水平。

区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
开展本次培训聚焦助推高素
养劳动者队伍建设，围绕“巾
帼主播”技能、素养双提升这
一目标，希望进一步引导大
家用好手机这个“新工具”，
找准网络这个“新赛道”，提
升直播带货这项“新技能”，
激活创业就业“新活力”，增
强女性的创业信心和能力，
帮助大家实现自己的职业梦
想和人生价值。

共富集市进社区
昨天上午，南湖区新嘉街道电

子社区人大代表联络室携手 96345
党员志愿者来到辖区中兴苑小区
广场，为小区居民带来便民服务、
惠民政策宣传等一系列服务。

■通讯员 姚 欣
摄影 记者 俞中岳

共建产业平台
激发转型活力

在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若尔
盖县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
地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革
命。投入 3600万元浙江援建资金，
南湖—若尔盖现代农牧科技产业园
拔地而起，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
嵌在若尔盖广袤的草原上。这不仅
是一座产业园，更是南湖区与若尔
盖县共建产业平台、激发转型活力
的生动实践。

走进产业园，一股现代化的气
息扑面而来。草料、饲料加工厂机
器轰鸣，标准化暖棚错落有致，种草
基地绿意盎然。这里已经拥有了
6000余个标准化暖棚和1.02万亩的
种草基地，为牦牛的科学化养殖提
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前，我们都是传统的放牧方
式，效益低，还容易破坏生态环境。”
若尔盖县的一位牧民感慨地说，“现
在有了这个产业园，我们的养殖方
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产业园的推动下，高原牧区
牦牛科学化养殖技术标准得以建
立，牦牛全产业链也逐渐形成。34
家诺尔宗合作总社（分社）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曙光牧业等 16家农牧龙
头企业纷至沓来，共同为若尔盖的
牦牛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组团式科技帮扶，让若尔盖的
牦牛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经援
川工作组牵线搭桥，浙江大学、浙
江农林大学在产业园挂牌成立了
牦牛全产业链产学研基地。这些
高校的专家教授用科技手段实现
了减牛不减收、“人畜草”平衡的目
标，让若尔盖的草原更加美丽、更
加和谐。

“我们借助浙江大学、浙江农
林大学的科研优势，对牦牛的全产
业链进行了深入研究。”南湖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科技手段，我
们能够精准地掌握牦牛的生长情
况，优化养殖结构，提高养殖效
益。”更令人振奋的是，若尔盖县

“高原草食牲畜三结合顺势养殖技
术及对生态保护作用”项目成功入
选浙江省科技厅 2022年度“尖兵”

“领雁”研发攻关计划科技合作领
域项目。这是阿坝州唯一入选的
项目，充分展示了若尔盖县在科技
创新和产业转型方面的实力与潜
力。

聚焦产业集群
稳定就业增收

近年来，为助力若尔盖县经济
转型升级，南湖区和若尔盖县紧密
携手，依托“南湖—若尔盖”三大
共建产业园平台，按照“飞地输
血、本地造血、农技活血”的原则，

联动推进产业转移，带动当地群众
就近就业。

以“南湖—若尔盖”飞地产业园
区为例，园区采取“管家式”委托运
营方式，由南湖区的专业团队协助
若尔盖县负责园区的日常运行、项
目招引、投资返利等事项。这一创
新模式不仅为若尔盖县带来了先进
的管理理念，还实现了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高效利用。

目前，园区已入驻5个先进制造

业项目，入驻率高达 90%，主导产业
占比更是达到了 100%。这些项目
的成功入驻，为园区带来了亩均税
收超 30万元的显著效益，还累计为
若尔盖县带来了3300万元的固定投
资收益返利。这些资金直接用于帮
扶若尔盖县的40个经济薄弱村集体
经济发展，带动了 3000多户低收入
农户增收，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县产业发展基地同样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园区内入驻了 8家
企业，其中 6家已投产运营，直接招
录用工 334人，间接带动就业 1200
余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就
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南湖—若尔盖现代农牧科技产
业园则建成了 442家牦牛科学养殖
示范场，饲养牲畜达到 7.4万头。通
过推广“三结合”养殖法，牦牛的养

殖周期由过去的5到6年缩短至3到
4年，净肉率提高了 25%，每头牦牛
的净收益更是增加了 1500至 2000
元，助力全县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2万元，连续3年同比增长10%。

拓展消费帮扶
提振产业信心

若尔盖县以其广袤的草原、壮
丽的风景和丰富的农特产品闻名遐
迩。然而，高海拔和远距离一直是
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年来，
南湖区充分利用自身市场优势，实
施了一系列精准有效的消费帮扶措
施，不仅促进了若尔盖县的经济发
展，还加深了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合作。

清晨，阳光洒在若尔盖的草原
上，一群群牦牛悠闲地觅食，满载
若尔盖农特产品的货车正驶向浙
江。这条由南湖区精心打造的采
购、加工、销售“一条龙”消费帮扶
专线，如今已成为连接两地经济
的桥梁。

面对若尔盖的高海拔和远距离
挑战，南湖区发挥本地市场优势，巧
妙布局。在青海地区，一个就近的
加工基地应运而生。这里，若尔盖
的牛羊肉经过精心挑选和二次加工
包装，确保了产品的安全与品质，并
顺利进入浙江市场。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消费帮
扶，让若尔盖的产品走出大山，走
进千家万户。”南湖区发改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此，南湖区积极鼓
励政府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
人通过“以购代捐”等方式，优先采
购结对地区的农特产品作为职工
福利。

这一倡议迅速得到了积极响
应。据统计，南湖区的企业和个人
已经累计采购、帮助销售若尔盖牦
牛、青稞等农牧产品和特色手工艺
品近 800万元。与此同时，南湖区
还积极对接嘉兴成都商会、浙江四
川商会等组织，以“定向采购、以买
代帮”等形式，为若尔盖县开辟了
更广阔的销售渠道。每年，这些商
会都会帮助若尔盖县销售中药材
和牦牛肉奶制品 4000万元以上，让
若尔盖的农牧民得到了实实在在
的收益。

在此基础上，南湖区还首创援
川人才培养就业模式，以“援建+政
行企校”合作为手段，构建由若尔盖
县供给生源、培训学校定向培养、客
运企业直接就业的“一条龙”就学就
业新模式，持续打造“大客车司机定
向培养就业”等特色劳务协作品牌，
目前已有87名若尔盖学生在嘉兴市
就读大客车司机培训班；两地协作
推动“政府资金支持、专业团队管
理、社会民众受益”运营模式，组织
实施社会组织孵化培育行动，携手
帮扶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目前已实
施“藜麦推广计划”“本土锅庄推广”

“暖阳计划”等系列公益项目 32个，
惠及本地群众近2000人。

东西协作织锦绣

南湖若尔盖共绘振兴新蓝图
秋风送爽，硕果累累，10月31日，2024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这场举世瞩目的会议上，南湖区报送的“共建首个社会组

织孵化基地，创新拓展乡村治理新路径——南湖区对口帮扶若尔盖县案例”成功入选“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
东西部协作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拂着每一寸渴望发展的土地。嘉兴南湖与四川若尔盖，虽相隔千山万水，却因东西部协作的纽带紧紧相连。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携手，一幅壮丽多彩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自2021年南湖区与若尔盖县开展新一轮东西部协作以来，两地充分总结归纳了脱贫攻坚期间的经验成效，突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作理念，

重点聚焦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乡村振兴、智力帮扶等领域，积极发挥区位交通、市场经济、人才资源、数字化改革等方面的优势。
南湖区与若尔盖县再次携手，以更加坚定的步伐、更加务实的举措，不断探索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新方法、新路径，谋划打造一批彰显南

湖特色的对口工作典型，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新蓝图。

■撰稿 徐梦倩 应高飞 章 蕾
图片由南湖区发改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