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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杭州西湖龙井茶原产地一级保护区内的翁家山村茶园，茶农开始零星采摘头茬龙井

新芽，这也是近年来西湖龙井茶首次在2月份开采。据了解，此次采摘的龙井茶品种为“龙井43”，

由于今年春早，部分地势较好、管理得当的茶树萌发新芽也早于往年，而西湖龙井茶的批量开采一般

从3月中旬开始。 摘自《浙江日报》

围绕建设“国内大循环重

要节点的主要组成部分”，今

年安徽将紧紧扭住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

侧管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

点，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完善

现代流通体系，全面激活消费

潜力，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

加快提升消费能级。推动打

造新型社区便民生活圈，开展

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

动 ，力 争 品 牌 连 锁 店 超 过

2000家。

据悉，今年安徽将搭建

消费升级平台，积极支持合

肥市争创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推进合肥淮河路步行街

高质量改造提升，建立步行

街发展长效机制，促进线上

线下、商旅文、内外贸深度融

合。鼓励步行街等商圈招引

布局一批知名品牌旗舰店、

首入店、体验店，培育中高端

消费品市场，满足居民中高

端消费需求。持续推进省级

特色商业示范街区改造升

级。鼓励发展休闲体验消

费，依托现有商圈、街区，策

划培育富有本地特色的夜间

消费项目，加快打造一批夜

间消费集聚区。

摘自《安徽日报》

2021 年开年，芜湖口岸

汽车出口延续了去年良好增

长势头，继续保持奔跑“加速

度”，截至1月29日，芜湖车企

出口汽车 1.6 万辆，同比增长

86.7%，成功实现“开门红”。

汽车及零部件是芜湖市

四大支柱产业之一，芜湖海

关为支持芜湖车企进一步开

拓海外市场，坚持“内外同步

走，‘人’‘策’双落实”。对内

做 到“ 一 人 一 企 ”“ 一 企 一

策”，主动对接车企出口计

划 ，针 对 企 业 整 车 出 口 、

CKD/SKD 组装出口等不同

需求量身定制通关方案，加

班加点办理装运前检验、汽

车通关等手续，实现装箱、出

厂、装船出口无缝衔接。对

外提供政策信息支持，开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汽车市场调研分析，通过走

访调研、关企交流群等及时

通报主要出口国技术贸易措

施。2020 年，芜湖海关监管

各类乘用车出口 11.4 万辆，

同比增长 18.7%。

芜湖海关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用足用好国家赋

予自贸区的改革自主权，聚焦

芜湖车企实际需求，在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现代物流、口岸

营商环境等领域大力开展制

度创新研究，助力芜湖车企以

硬核实力“圈粉”国际市场。

摘自《安徽日报》

让 江 苏 旅 游 更 有“ 诗

意 ”，让 江 苏 文 化 走 向“ 远

方”，《水韵江苏·有你会更

美》旅游宣传片 3月 1日起亮

相央视。

全新的《水韵江苏·有你

会更美》旅游宣传片，分为 5
分钟、3分钟、30秒、15秒数个

版本，紧扣“水”和“文化”的资

源特色，彰显江苏精神和气

质。江苏省文旅厅旅游推广

处相关人士介绍，此版宣传片

具有不少特色和亮点。比如，

首次通过系统解读“水韵”内

涵，扩大“水韵江苏”品牌知名

度；通过多角度诠释“水韵”风

情，展现江苏多方面的美。此

次宣传片，专门为不同版本、

不同用途撰写不同创意的脚

本，适用于官方文化交流、旅

游推介，门户网站、微信、微

博、抖音等网络媒体传播，以

及重点交通枢纽、户外 LED
屏等多渠道投放推广，以助推

“水韵江苏”旅游品牌影响力

提升。 摘自《新华日报》

2月底，江苏省靖江市委

启动营商环境专项巡察工

作。此次专项巡察将对开发

园区、各镇街和市发改委、行

政审批局等 13家单位进行巡

察，同时对生态环境、税务、

供电部门进行专项检查。4
个市委巡察组将从 3 月 3 日

起进驻被巡察单位，巡察为

期两个月。

本次专项巡察，靖江将

重点查找一批审批效率低

下、办事推诿扯皮、加重企业

负担、利用职权吃拿卡要的

典型案例，严肃查处、严厉打

击，倒逼营商环境改善与干

部作风提振，坚决扫除损害

营商环境、阻碍高质量发展

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市

委巡察组将向社会公开受理

线索范围、举报电话等信息，

充分扩大企业和群众对巡察

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据悉，为打造长三角营商

环境最优地区，靖江市效能办

牵头组建营商环境专项督查

团，对重大项目进行全程跟踪

督办、即时协调推进、限时督

促整改，把督查结果作为部门

和属地年度综合考评的重头

戏、决定项，对推进落实不力

的，及时通报曝光，降低考评

等次，直至一票否决。

摘自《新华日报》

太湖保护与发展又一次迎来重大战略机遇！

3月 1日，江苏省“十四五”规划《纲要》正式公布，

作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一项重要内容，“支持苏

州建设太湖生态岛”被纳入规划。就在一天前，苏

州市吴中区重磅发布《太湖生态岛发展规划思

路》，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生态岛的中国样本”愿

景，为吴中金庭西山岛建成“太湖生态岛”描绘出

未来模样。

西山岛是全国淡水湖泊中面积最大的岛，是

太湖健康生态系统维护的关键节点和生态屏障，

也是长三角核心区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支撑地。

去年 11月，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

来到吴中调研，要求西山岛未来的发展要学习参

照上海市打造崇明岛为国际生态岛的经验做法，

打响“太湖生态岛”品牌。

对标崇明国际生态岛，太湖生态岛学什么？

如何建？吴中区迅速行动，相关领导分批赴崇明

岛考察，邀请专业机构对太湖生态岛的规划开展

多轮研究。

“相比于崇明岛，太湖生态岛面积比较小，但

是自然风貌更好，历史传统文化、山水和生物多

样性更为丰富。”吴中区委书记陈嵘表示，吴中拥

有五分之三的太湖水域和五分之四的太湖峰峦、

五分之二的太湖岸线，87%的国土面积处于生态

红线内，为全省同类县区最高。建设“太湖生态

岛”，既为吴中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找到新

突破口，也为推进生态敏感区域发展带来重大机

遇。但吴中区也清醒看到，西山岛虽不及崇明岛

面积十分之一，但碰到的发展难题多，生态也更

为脆弱。

把生态保护摆在重要位置。本次规划编制由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陈雯研究员领衔。

编制团队提出以生物多样性恢复、水生态环境清

洁、有机农法绿色种养、村镇碳中和、社区发展和

服务提质、体制机制改革等8个行动来开展建设，

并给太湖生态岛做出这样的功能定位：碧水青山

萤舞果香的美丽岛、永续循环节能韧性的低碳岛、

生态经济民生幸福的富足岛、绿色创新技术引领

的知识岛、地景天成情感共鸣的艺术岛。

“以生物多样性恢复行动为例，目前我们提

出来的本土指征物种是萤火虫。如果岛上能有

大量原生的萤火虫，就代表该区域原生植物得

到很好恢复。”陈雯介绍。目前相关科研团队已

上岛进行本底调查，除了寻找萤火虫外，还将在

沉积物中寻找水生植物的卵孢子，从而恢复岛

上的百年前的原生植物群落，并计划建立原生

植物种子库。

生态岛的另一项基础性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实

施。站在西山岛最高峰缥缈峰向南俯瞰，消夏湾

内 5000多亩高标准农田里是绿油油的油菜，再过

一个月，这里将是金黄一片。消夏湾曾是太湖大

闸蟹重要的养殖基地，两年前，随着太湖围网养殖

全面退出历史，当地通过“占补平衡”、土地复垦整

治等政策，将蟹塘腾退整治成高标准农田。

“我们将在消夏湾 18 平方公里范围内，打造

出一片湿地生态安全缓冲区。”金庭镇镇长王寅平

向记者介绍，缓冲区项目总投资 3.2亿元，通过采

用德国智能科技湿地技术，直击当前太湖最大的

污染源——农村面源污染，将以自然过滤处理的

方法，有效削减本岛流入太湖的氮、磷总量。

推进太湖生态岛建设，苏州市级层面坚持制

度先行，提前布局。

牛年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苏州市人大常委

会调研组就来到金庭，作为苏州人大今年第一个

正式立法项目，把为西山岛量身定制的《苏州市太

湖生态岛条例》提上日程。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陈振一说：“条例将规定在金庭镇行政区域范围

内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开发利用以及相关管理活

动。”苏州将组织各部门研究制定出台生态岛建设

的配套政策措施，通过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提高生

态补偿范围、标准等各项实质性举措，最大限度地

支持太湖生态岛建设。

“由于西山全岛处于生态红线内，开发建设受

到多条线、多层次严格限制。从制度层面打破现

状，是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对金庭发展的一次

‘破茧’。”王寅平介绍，围绕生态岛发展规划编制

和建设立法，由资规部门牵头的《太湖生态岛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这一规

划将力争促成“多规合一”，实现全岛建设一本规

划、一张蓝图。

不就生态论生态。从生态、生产、生活的系

统维度，科学统筹生态保护与百姓生活、经济生

产，“太湖生态岛”未来可期。苏州大学东吴智库

首席专家方世南教授认为，在“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苏州提出高标准建设太湖生态岛，既是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

太湖保护和发展协调统一、打造生态敏感区域经

济新增长点的创新之举。同时，太湖生态岛的打

造，将以“美的享受”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苏州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

了重要抓手。方世南说：“我们期待着‘太湖生态

岛’成为新姑苏繁华图上一颗‘新明珠’。”

摘自《新华日报》

3月 1日上午，一批来自河南的 500件文物藏

品，在位于西湖畔的中国印学博物馆首次与观众见

面——含玺印 316 方、封泥 43 件、瓦当 8 件、陶文

126件、画像砖7件。该批藏品由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河南印社副社长、河南省青年书协副主席孙

辉先生捐赠，是西泠印社自改革开放以来接收的规

模最大、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一笔藏品捐赠。

经过专家评估认定，这批藏品极具历史、艺术

和学术价值，是对西泠印社藏品品种、数量、结构

的极佳补充。从西泠印社创建之日起，乐于奉献、

爱社如家就成了一种基因和传统。记者了解到，

截至去年末，西泠印社收藏的文物和资料数量达

2.3万余件。其中，印章、印谱、书画等品类的珍贵

文物收藏，因其完备的体系、鲜明的特色和出众的

代表性，而在公藏单位和学术界享有盛誉。

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陈振濂在展览现场表示，如今的西泠印社，在社

务、管理、运行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体

系，相信能够为新时期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提供更

好支撑。 摘自《浙江日报》

3月2日，“新青年说|百年大党·百年家史”全

民阅读分享会启动仪式暨首场分享活动，在杭州

新华书店庆春路购书中心举行。“新青年说”大型

融合主题阅读活动同步启动。

本次分享会由浙江省委宣传部、团省委指导，

各地市委宣传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出版联

合集团主办，浙江新闻、天目新闻、浙江省新华书

店集团等单位承办，旨在探寻百年党史脉络，引领

“书香浙江”全民阅读风尚。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每个人都能从党史中

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当天的分享嘉宾，是来自

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他们分别是嘉兴南湖革命纪

念馆讲解员李晓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

长郑嘉励，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

匡，电商主播薇娅，吉利汽车浙江福林国润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级技师吕义聪，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浙江省第一批

援鄂重症肺炎国家队领队陈作兵。

从自身经历出发，嘉宾们探寻百年党史、百年

家史、百年家风，体悟美好生活背后的时代变迁、

风雨历程，以引导青年阅读波澜壮阔的党的历程

故事、笃定前行的党的人物故事、催人奋进的党的

精神故事，在阅读中探寻百年党史，继承和弘扬党

的优良传统。

同日，在充分尊重读者呼声、广泛吸收读者建

议、结合省新华书店“之江新华荐品”专家团队意

见的基础上，100种“浙江读者心目中的百年书单”

公布。现场随机抽取的 60 位在前期参与网络荐

书的热心读者获赠丰厚礼品。接下来，浙江百家

新华书店将常设书单专柜。

据悉，本次分享会是“新青年说”大型融合主

题阅读活动的首场线上线下融合活动。“新青年

说”大型融合主题阅读活动由浙江省委宣传部、团

省委指导，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联合发起，涉及全省、贯穿全年。

摘自《浙江日报》

瞄准“全球可持续发展生态岛的中国样本”

苏州起笔“太湖生态岛”建设
安徽品牌连锁店

三年力争超2000家

“水韵江苏”旅游
宣传片发布

芜湖海关助力车企
开拓海外市场

西泠印社展出
一批受赠藏品

靖江启动营商
环境专项巡察

浙江“新青年说”大型融合主题阅读活动启动

探寻百年党史 引领阅读风尚
近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 7个 2021年度主

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分别为：巢湖柳家 2号遗址、

含山凌家滩遗址、固镇垓下遗址、寿县西岗遗址及

西南小城遗址、淮南武王墩墓地、芜湖繁昌窑遗

址、凤阳明中都城遗址，总发掘面积7936平方米。

主动性考古发掘是围绕国家重点课题、解决重

大历史问题开展的考古发掘。这次获批的考古发

掘项目包括旧石器时代遗址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2处，东周时期遗址、墓地各1处，五代-北宋、明代

遗址各1处。其中，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独立承担

5项，同中科院和山东大学合作承担各1项。

近年来，我省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富有成效。繁昌人字洞遗址因发现距今约220万

年—246万年的人工制品被定位为欧亚地区最早

的人类活动遗址，对早期人类起源研究具有重大

意义；含山凌家滩遗址被定位为中华文明曙光阶

段典型代表性遗存之一和良渚古国文明的源头，

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长江下

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蚌埠禹会村遗址发现

了淮河中游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凸显了其

对于早期夏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被纳入考古中

国“夏文化”研究课题。 摘自《安徽日报》

安徽7个主动性
考古发掘项目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