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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纵横

无锡太湖湾科创带建设，旨在抢占关键技术和先导产业制高点，形成
“产业集群、土地集约、要素集聚”的新优势，助力长三角开发开放。但因为
地处国土资源保护和太湖环境治理两条红线以内，必须兼顾开发密度与环
境资源保护、经济结构优化重塑与长三角城市群综合服务的关系，力争成为
长三角乃至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重要节点。

湿地是水资源的“贮存
库”和“净化器”，是“物种基
因库”，是重要的“储碳库”和

“吸碳器”。湿地还是孕育和
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无锡市湿地保护条例》总则
中明确：“本条例所称湿地，
是指天然或者人工形成、常
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和水
域，包括湖泊、河流、沼泽、库
塘等湿地。”无疑，稻田当属
季节性湿地。

明确稻田为湿地的新思
路，在苏南鱼米之乡更具现
实意义，也符合新发展理念。

稻田是人类湿地进化的
瑰宝。杭州市良渚在湿地上
发掘的五千年前的稻谷，已
有粳、籼之分，揭开了良渚文
化这一世界文化瑰宝的神秘
面纱；三千多年前，泰伯“逊
避天下位，奔走勾吴滨”，开
凿伯渎港，植稻富民让蛮荒
之地成为苏南福地；无锡西
北七千二百公顷湿地，是五
百多年前明朝巡抚周枕通力
筹划，广大农民胼手胝足开
垦，才成为远近闻名的米粮
仓。湿地和稻田，历来是一
家。

强化稻田湿地的保护是
攸关民生的“米袋子”工程。
随意毁稻田为旱地，既损坏
农田基础设施，又破坏湿地
环境保护。锡山区近年来着
力调整农业生产用地方向，
恢复了一万余亩稻田。这个
面积相当于三个长广溪国家
湿地公园。

稻田在鱼米之乡的旅游
景色中不可或缺。人们喜爱
湿地公园蒹葭苍苍、芳草萋
萋、花满枝头的景色，也喜欢
高歌“芦花放，稻谷香”，拍摄
稻菽千重浪的美景，许多游
人在见到稻田后，就有“能不
忆江南”之情愫。每逢节假日，城镇游客到锡山区
游览九里河湿地公园和宛山湖公园后，就喜欢到
邻近的万亩水稻园参观，再去农博园“农耕文化
馆”体验农耕文化，然后在农家乐宴厅喝糯米酒，
吃紫糯糕，品味被称为“天下第一菜”的炸锅巴浇
土鸡汤。

稻田生态功能在湿地中尤为突出。稻田是人
工湿地，和天然湿地有相同的环境和健康保障的
服务功能。南京农业大学通过研究稻田净化功能
后发现，污水进入稻田5-7天后，水体中的悬浮物
降低75-94%。经测算，每亩稻田每季可净化
500-800立方米生活污水；每公顷稻田比旱地要
多固定11.7吨碳。稻田净化水体的功能，为无锡
锦绣江南好风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稻田与湿地抗御洪涝的功绩堪称“双雄”。稻
田是季节性蓄水库，太湖流域的稻田蓄水量是太
湖蓄水量的两倍。1991年7月初，无锡遭受百年
未遇大洪灾。当时的无锡县72万亩稻田承载了
超负荷水层，其中21万亩沦为泽国，正因为此，减
轻了大批企业和城镇街道的涝灾损失。稻田与天
然湿地在洪涝灾情面前，双双敞开胸怀发挥的减
灾作用功不可没。

天然湿地与稻田在物产丰富方面，皆为“聚宝
盆”。近几年稻田混养鱼、虾、蟹、蛙的技术，在多
地推广，既产稻谷，又出水产，使每块稻田成了鱼
米之乡。

将稻田列为湿地于国于民都有重要意义。我
国北方旱作地区，随着水利建设的进展，水稻田面
积逐年增加；沿海的大批盐碱地种植研发的海水
稻后，很快将成为低盐的优质湿地；在沙漠腹地，
开渠引水后，也出现了星罗棋布的稻田。这一批
批新生的、难能可贵的湿地，理应倍加呵护，这对
我国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作者系锡山区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教授级
高级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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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太湖湾科创带建设的战略研究
□ 无锡市经济学会课题组

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
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
的号角。新时代新征程是
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
位。”无锡作为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和“万亿俱乐部”里
的“优等生”，要提高在全国
乃至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必
不可少。中共无锡市委十
四届二次全会强调，要推进
城市更新，加强对优秀历史
建筑、历史风貌的保护，打
造一批国际街区、国际小
区、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充
分彰显城市文化风采、国际
风范。充分发挥文化优势，
突出文化底蕴，持续增强城
市文化软实力，是无锡新一
轮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
是无锡这座城市必须担当
的历史使命。

本报讯 近日，2021年度无锡社会工作和社
区管理学会年会暨市域治理现代化“无锡样板”实
践交流与理论研讨会举办。来自全市高校、党校、
协会的专家学者以及社区工作者共50余人参加
会议。

在交流环节，江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汪冬
冬介绍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成果。无锡科
技职业学院莫俊博士，就社区应急协同治理能力
提升这一话题进行了交流。河埒街道水秀社区、
硕放街道吉祥社区、东亭街道映月社区，分别结合
社区治理现状，分享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的典型经验。

无锡社会工作和社区管理学会会长、市委党
校教授张鸣年认为，无锡实现社会治理有良好的
条件、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和优越的社会治理环
境。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
做好“五个结合”工作，即推进党建引领与治理实
务深度结合，推进网格治理与人民需要深度契合，
推进制度完善与活力激发深度磨合，推进技术应
用与体系构建深度融合，推进“一核”领导与“多
元”力量深度整合。 （王皖杰）

把脉市域治理
探索“无锡样本”

●打造无锡风尚的文化地标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对于无锡而
言，这个“容器”不只要色彩斑斓，更要烙
上富有无锡文化底蕴、文化特质的印
记。当前，我市文化设施建设与经济发
展还不相适应，特别是一些文化地标亟
待建设更新。文化名城广州，不足1.26
平方公里的江中小岛二沙岛，汇集了星
海音乐厅、广州美术馆等特色纷呈的文
化场馆，成为广州地标性的文化空间。
对标文化名城，我市文化设施建设还需
要下大力气补齐短板、做出特色。

正视差距更要迎头赶上。从2020
年起，我市全面启动文艺工作发展总体
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对全市文化设施

“一揽子”建设做了全方位、高水平规划
和布局，其中无锡市公共文化艺术发展
中心、无锡国专纪念馆、无锡科技馆、无
锡美术馆、锡剧艺术中心等一批标志性
文化设施都在落地推进或即将建成。相
信这些体现无锡特色和风尚的文化地标
将很快和无锡大剧院一样，矗立在河湖
岸边。提升文化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不
只是建设文化地标，还要多承办世界级、
国家级的文化盛会，比如积极举办诸如
锡马这样的“金牌赛事”，加大文化跨界
发展，打造更多无锡文化品牌。

●城市要有文化吸引力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蕴藏着城市的
独特魅力。城市有文化层面的吸引力，
才会成为令人向往的心灵栖居地。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徐则臣创作的

长篇小说《北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
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
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探讨大运河对
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
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出一百年来
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
命。小说起笔无锡，描绘了南城门、运河
码头、客栈民宿、清名桥等无锡场景，还
记述了发生在客船上的人情世故以及星
空下水面上的摇橹桨声。

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项目成功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明确提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建设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把和无锡运河关系紧密的
《北上》拍成电影或者开发与之关联的文
化产品，呈现书中描绘的江南水乡、远游
的苍凉、微光下飘着酒香的客栈，还有雨
夜里走在磨得有点发亮的石板路……唤
醒的将不仅是城市的历史，还有人们对
这座城市文化、艺术上的深切向往。而
无锡的文化魅力又何止这些，近代阿炳
《二泉映月》对人世的关怀，对自我的思
考；伴随着当代乡镇工业崛起形成的“四
千四万”精神……这些厚重的无锡故事，
需要用心用情去挖掘讲述。

●用文化书写美好生活

文化，远看是风景，近看则是生活。
衡量美好生活，文化是一个重要尺度。
佛山是广东省的经济强市，经济实力、人
口规模和产业性质与无锡同属一个层
级。近年来，佛山在人才吸引力方面表
现出令人赞叹的成绩，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善于用公共文化服务为城市增添
温情。早在2018年，佛山全市6所区级
以上公共图书馆和6所区级以上文化馆
100%为国家一级馆，32家镇街文化站
100%为省特级站。佛山全市拥有公共
文化设施面积共193.34万平方米。无论
是“老佛山”还是“新市民”，从家门口步行
10分钟左右就可享受贴心又入心的文化
服务。文化基础设施为城市文化提供了
丰富载体。在无锡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
告中，“打造100个城市文化新空间”被明
确提及。文化新空间，意味着“15分钟公
共文化服务圈”布点更加合理。

无锡在打造“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
圈”方面，需要进一步拿出实惠举措，把文
化惠民落到实处，让普通百姓乐于走进音
乐厅、大剧院，让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触手
可及。

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积淀着最深
沉的精神追求。当前，无锡持续加强文
化建设，一座座文化场馆陆续建设、落
成，不断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让
文化深入城市肌体，驱动文化和旅游高
质量发展。应该相信，当无锡文化成为
令世界瞩目的城市名片时，无锡一定会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心灵沉浸目的地，城
市吸引力一定会越来越强，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也会越来越高。

（作者系梁溪区文联主席）

增强文化软实力 让无锡成为心灵沉浸目的地
□ 赵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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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带建设应该
率先推进数字化转型

以建设数字经济高地为靶向，实现区
域数字化的系统布局和整体推进。其重
点，一是加快布局数字新基建，推进湾区
5G宏站、微站、基站建设，完善5G SA网
络覆盖；实施固网、家庭光网“双千兆”入
户，确保道路与信息通讯管道建设同步；
统筹规划数据中心建设，形成“一区一中
心N节点”布局。二是加强数字赋能，加
快推进制造业、物流业、科技服务业数字
化应用，在设计、工艺、部件生产、检测等
方面，推广应用数字化技术、系统集成技
术，实现企业运行、管理的数字化协同，打
造一批5G工业互联网头部企业、智能工
厂和综合服务平台；加快物流体系的智能
化转型，以园区为单位建设数字化物流仓
储、分拨、配送和末端设施，增强专业市场
智能化、集成化、综合化服务功能。三是
加强应用场景建设，支撑高新区智慧治
理，促进数字技术在居住、交通、商业服
务、教育、医疗、养老、休闲等领域的广泛
应用，创建“智生产、智生活、智生态”的共
生家园。

科创带建设应该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依靠创新知识、技术、人才、资本、数
据等要素的集聚，孕育核心技术的创新突
破，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其重点一
是物联网产业，包括感知设备、网络通
讯、智能硬件、应用服务等产业链环节。
以应用服务平台为引领，以重点设备制
造企业为支撑，力争在智能制造、智能交
通、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实现大的突破，
打造全国领先的物联网技术创新核心
区。二是集成电路产业，在芯片设计和
封装测试两端发力，推动晶圆制造、关键
设备、高性能材料等的产业协同，进一步
强链、补链、延链。三是生物医药产业，
引进、集聚研发机构和制造企业，打造生
命科学创新园，围绕精准医疗，从新药特
药硏发到高性能医疗设备、新型医用检测
材料制造，再到网络远程诊断、治疗，形成

“大健康”产业。四是环保产业，依托现有
节能、环保、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基础，力
争在光伏、氢能等新能源开发上取得突破，
同时加强制造业、服务业融合，提升环保装
备制造、节能环保工程承揽总包等的优势，
更好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五是高端软
件和计算服务产业，继续深耕基础软件、工
业软件、并行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及信息
安全等领域，建立和提升数据中心、软件服
务平台，在高性能计算技术研发、超算服
务、核心应用和应用支撑等方面打响品牌，
抢占元宇宙等前沿技术产业优势。

科创带建设应该
建立市场主导的开发机制

恰当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政
府开放市场向政府服务市场转变，建立
起市场主导的开发运行机制。一是确
立企业和科创单位的市场主体地位，由
市场主体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来组织
资源配置。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参与，发
挥商会、协会及综合服务平台的作用，
承担政府委托的公共服务职能，在保证
公共利益的同时，兼顾企业、单位和个
体的利益。二是坚持实行市场优先的
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政府主要是在
重大决策、顶层设计、规划布局、环境营
造方面积极作为，由密集的政策叠加转
向刚柔相济的政策协同，提高政策效
能。三是健全市场健康运行的各种规
章、标准、认证和管理办法，用以规范市
场主体的经营行为，确保市场竞争的正
当、有序。借鉴上海浦东新区经验，探索
建立“法定机构+业界互动”的多元共治
新型治理机制，从市场主体、行业组织的
自觉自律到政府监管、消费者维权，加强
综合整治，形成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和环境
的合力。

科创带建设应该
把零碳示范区建设作为主攻方向

科创带理应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
在能源利用高效化、产业发展绿色化、城
市建设节能化和生活消费低碳化方面，走
在全市、全省、全国最前列。一是率先构

建脱碳产业技术体系，着重引进低碳、零
碳产业而拒绝高能耗产业，通过碳定价、
碳排放负面清单、碳排放权交易等方式，
引导和倒逼企业节能减排，带动低碳产品
开发和零碳负碳技术创新。二是率先构建
零碳能源消费体系，着力调整区域能源结
构，压降化石能源消费比例，扩大氢能等清
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在重点企业、
产业园区树立若干零碳示范典型。三是率
先构建固碳资源供给体系，在湾区结合国
土绿化、环境治理、花园城市建设等，规划
森林、湿地、公共绿地的保护建设，探索实
施碳捕集、碳封存方案，提高生态系统碳汇
增量，实现碳排放与碳回收的动态平衡。
四是率先构建控碳服务支撑体系，包括优
化交通运输结构，推行绿色建材和绿色建
筑标准，实行工业和生活废弃物全量分类
回收处理，做到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
五是率先构建绿色低碳生活体系，倡导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倡低碳出
行、垃圾减量和分类，形成良好社会新风
尚。科创带要在打造零碳科技产业园、零
碳示范企业、零碳商务区和住宅小区方面
率先探索建成我市、我省和长三角地区碳
中和先行示范区。

建设科创带
采用开发区组织管理体制

科创带负有引领区域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特别使命，须建立决策科学执行高
效的管理体制。科创带建设横跨多个行
政单元，要做到“有限空间、无限发展”，需
要灵活处理众多非常规的复杂问题。目
前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经济
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采用三种管理模
式，即管委会型、一级政府型、政区合一
型。其中大多数采用管委会模式，也就
是由上级党政机关派出党的工作委员
会，建立政经合一的管理委员会，建立扁
平化的大部制管理机构。这一模式较之
领导小组、指挥部模式已有改进，兼具行
使职能的权威性和灵活性，能兼顾经济
开发、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职能，机构精
干，协调性和效率性均较高，能避免一级
政府机构庞大、部门阻隔等问题。科创
带建设采用开发区组织管理模式，一是
建立健全与国家级新区目标功能相适应
的现代治理体系，强化管委会主体部门

的职责，推进机构职能优化，确保各机构
权责一致，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
部门统筹，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实
现运转协调、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管理
有序。二是加强相关职能的统筹协调，
突破政府层级和部门分隔，区分集中管
理和分散管理的事项、职能，分层分类、
精准把握，建立综合联动、多元调控的协
同统筹机制，从上位依法治理到下位高
效执行顺畅贯通。对现有管委会组织管
理体制进行改革创新，努力由大部制机
构向网络型组织机构转变，使服务与监
督管理有机融合。

科创带建设的
“三步走”构想

如果说初步搭建科技创新中心是科
创带建设的近期目标，建成服务于国家战
略的国家级新区是中长期目标，那么未来
15-20年间，科创带建设可以考虑“三步
走”的构想：

第一步，大致用5年时间，统筹无锡
沿湖开发，重点推进科创带核心区建设，
集结百家以上新型研发机构，千家以上规
上科技型制造企业和科技型服务企业，
形成一个千亿级、若干个百亿级的先导
产业群落，规划中的“一核”和“十园”中
若干园初步成形，使科创带呈现出“科
技创新创业生态不断优化、新兴产业培
育发展取得突破”的良好态势。

第二步，再用5年左右时间，协调苏、
锡、常三市，并与通、泰、盐地区相联动，统
筹太湖湾近湖开发。重点推进科创带主
体区建设，基本建成太湖新城及相关节
点城镇，形成若干个集研发创新服务、新
兴产业引领于一体的科技产业园区，集
结一大批科技研发、产业孵化的一流机
构，新增若干个千亿至三千亿级的新兴产
业集群。

第三步，再用5至10年时间，争取国
家相关部委的指导和支持，进一步拓展
沪、苏、浙合作领域，统筹太湖环湖开发。打
造环太湖科创共同体，实现科创带与G60科
创走廊、G42沪宁产业创新带的对接，城市
功能形态和生态文明程度位居前列。

（本文是无锡市发改委招标课题《关
于推进无锡太湖湾科创带建设对策性研
究》总论部分节录，黄胜平、汤可可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