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见 APP】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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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嘉乐）记者
从高新区获悉，6月10日，日本
万代南梦宫株式会社与太仓高
新区在日本东京举行授牌仪式，
正式将株式会社万代南梦宫游
艺旗下游乐品牌VS Challenge
授权予罗腾堡风情街。这标志
着双方在文化交流和商业发展
上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丰富罗
腾堡风情街产业生态。

万代南梦宫上海游乐是万
代南梦宫集团在中国内地设立
的子公司之一，致力于为消费者
打造超乎想象的娱乐体验场所，
融合网络与实体、虚拟与现实、
创造无界限的游乐世界。此次
合作，万代南梦宫上海游乐将运
用丰富的行业经验和资源，与高

新区共同将海运堤罗腾堡风情
街打造成具有国际文化特色和
地区代表意义的商业街区，为消
费者带来全新的休闲娱乐体
验。同时，罗腾堡风情街作为太
仓文化展示的特色名片，也将通
过这次合作，融入日本万代南梦
宫游艺VS Challenge的独特元
素，焕发新活力。

据了解，高新区将携手万代
南梦宫（上海）游乐有限公司，
在罗腾堡风情街共同举办各类
文化活动，促进文化交流，致力
于为长三角地区游客提供更多
优质的娱乐产品和服务，满足
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为当地文娱产业发展贡献
力量。

万代南梦宫上海游乐品牌授权

高新区文旅发展再添新活力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蛙鸣蒲叶下，鱼入稻花
中”……在古诗词中，蛙和稻常与
丰收、乡愁联系在一起。城厢镇东
林村的稻米因其绿色、富硒的特
点，早已声名远扬。现在，东林村
又建成了一个蛙类繁育基地，希望
通过繁育蛙类放归田园，让稻米更
绿色，并用蛙声吸引游客。

东林村的蛙类繁育基地位于
东林合作农场东部的稻香环路边，
一条小河将基地分成了南北两部
分，南部有一片荷塘和近十座民宿
木屋，北面则是一个繁育棚。

这个繁育棚面积近2亩，繁育
棚的墙体下部，是一人多高的彩钢
板，墙体上部和棚顶都是尼龙网。
走进棚中，可以看到里面有5个蛙
池，池底长满了水草、杂草，每个池
的中间都有水洼，人一走近，青蛙
就接连跳入水中或者躲藏到草
中。也有的蛙不那么警惕，或者行
动慢一些。可以看出蛙有几个品
种，有的背上有斑纹，有的几乎全
绿色，很像以前常见于太仓田间河
边的青蛙。

负责养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村里专门送他到周边的养蛙

场学习过，蛙苗也是从蛙场引进
的。他的主要工作在农场，但每
天会往蛙池中投一次食，每周打
一次水。目前，蛙养得比较成功，
棚中的蛙有一两千只，还有很多
蝌蚪。刚开始养蛙的时候，也走
了弯路，比如墙体上部没围网，才
投的蛙苗被白鹭吃了不少。一开
始，投喂给蛙活的红虫，但红虫很
容易死，容易造成浪费，现在则
投喂专用的颗粒饲料。此外，再
配合灯光吸引虫子，供青蛙捕
食，这样就解决了青蛙的食物问
题。

东林合作农场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青蛙能捕食害虫，保护农
作物。东林村繁育蛙类的一个设
想就是把它们放归田间，从而进一
步减少农药用量。农场已计划在
今年夏种完成后，从棚中挑出一部
分青蛙放到稻田中。另一个设
想，是用蛙鸣吸引游客，东林村发
展农业旅游的亮点很多，如循环
农业、“水下森林”、水果采摘等，
蛙鸣和稻香、麦浪一样，都是传统
农业、农村的象征，希望之后“听蛙
鸣”能成为东林村农业旅游的一个
新亮点。

稻花香里听蛙鸣
□本报记者 张立

本报讯（记者 王俊）昨日，
市委书记汪香元在市行政中心
会见了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
处首席代表、中国德国商会华东
及华中地区执行董事马铭博一
行，双方就德商会工作、德企在
太发展以及AHK学院建设进展
等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沟通交
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汪香元表示，太仓深耕对德
合作30余年，已落户德企超500
家，2023年太仓实际使用德资
2.45亿美元、同比增长217.7%，
今年1～4月完成德资注册外资
1.3亿美元、同比增长114.9%，完
成德资实际使用外资9522.02万
美元、同比增长52.3%，呈现出德
企加速布局太仓的态势。与此
同时，太仓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等机遇，发展势头十分强劲，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能够为广大德
企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太仓将
与德国工商大会共同加快推进
AHK学院建设，不断深化与德国
在经贸、教育、文化、音乐、体育等
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用心擦亮
对德合作示范区品牌。

马铭博介绍了德商会相关

工作，对太仓的发展成就以及走
出了独具特色的对德合作之路
给予高度赞赏，并表示，德企对
华投资的信心正进一步增强，德
国工商大会愿助力更多德企走
进太仓、投资太仓，助推太仓对
德合作的领域继续拓宽、层次继
续提升，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发展。

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大中华
区是德国海外商会联盟（AHK）
分设在全球92个国家、150多个
海外分支机构的一部分，由作为
官方代表的德国工商大会驻华
代表处、作为会员组织的中国德
国商会、作为服务机构的德中工
商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构
成。长期以来，AHK与太仓保持
着良好的友谊，已成为太仓加强
对德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太
仓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德国商会
签署了 AHK 学院战略合作协
议，中国首个AHK学院正式落
户太仓。AHK学院将引入德国
成熟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培训教
学模式，有望打造成中德双元制
教育合作的示范工程。

副市长倪嘉臻参加会见。

汪香元会见德国工商大会上海
代表处首席代表马铭博一行

实现更高水平
互利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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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

太仓被誉为“天下粮仓”，从古
至今都是粮食重镇。如今，在书写
新时代锦绣江南鱼米之乡的过程
中，太仓重点推进“1+1+9”乡村振
兴片区规划建设，连片、组团打造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其中，金仓湖
现代农业示范片区农田集中连片、
农业高质高效，正展现着片区产业
绿色共融、乡村协同共建、村民携
手共富的建设成效。

■规划“一张图”，放大
区域优势

金仓湖现代农业示范片区范
围不在一村一镇，而是涉及城厢、
沙溪、双凤3个镇的7个行政村，区
域总面积4.9万亩。2023年，苏州
提出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
理念，金仓湖现代农业示范片区应
运而生。

示范片区的设立是强强联合，
也是优势互补。东林村的循环农
业、电站村的林果产业、万丰村的

“三水一宅”农旅项目等，都形成了
自身特色。片区发挥重点村“引
流、带动、服务”三大作用，整合多
方资源，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立足片区内良好的生态环境
资源、江南水乡风貌、农牧循环农
业生产基础，梳理推进重点项目50
个，总投资超19.04亿元。

如今，这个位于太仓市域中部
的片区，正成为太仓农牧循环产业
链的主要承载地，也是太仓乡村振
兴的先行区。

■产业“一盘棋”，扩面
循环农业

“稻麦生产—秸秆收集利用—
规模养殖—粪污肥料化—稻麦生
产”，这是东林村生态循环产业链，
形象化地表述为“一根草、一头羊、
一袋肥、一片田”。这种现代农牧
循环模式获得了农业农村领域专
家的一致肯定。东林村“种养循环
产业融合 勾勒鱼米之乡的农业

农村现代化新路径”入选《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2018~2022
年）》实践篇。

目前，这种现代农牧循环模式
正向东林村的周边拓展。2023年，
我市编制《太仓金仓湖现代农业示
范片区建设规划（2023~2026）》，
将在片区内全面推广该模式。

我市与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
院合作，完成《太仓市现代生态循
环农业——农牧农渔循环专项规
划》。在发展稻米产业的同时，加
快肉牛养殖基地、金仓湖农产品加
工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推动“接二
（产）连三（产）”，加快构建农业全
产业链。

■智慧“一张网”，开启
“无人”模式

夏收期间，搭载无人驾驶技术
的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海洋”中
穿梭。而驾驶员站在阴凉处，手指
点点遥控器的屏幕即可完成收
割。“只闻机器响、不见人奔忙。”
这样的场景在金仓湖现代农业示
范片区内成为了现实。

今年，片区内基础设施提档升
级，购置智能农机具设备，打造粮
食生产“慧”种地“无人化”农场，建
设“三农”大数据平台。通过嵌入

“智慧芯”技术，覆盖“耕、种、管、
收”各个环节，实现全天候、全空
间、全过程的自动化管理，为全市
智慧农业发展提供了示范。同时，
推动片区内农机社会化体系建设，

充分整合片区内农机资源，做到统
筹调配，农机作业订单式服务，提
供秸秆收储、有机肥使用、工厂化
育秧等服务。

■共治“一体化”，加码
农民幸福

着眼一体化发展，示范片区通
过公共治理、资源配置的大统筹，
推进环境美、农民富。

示范片区内，将各美其美的村
落细细打磨，塑造主题风貌，挖掘
主题文化，将片区纳入全域旅游发
展版图，串联片区内金仓湖公园、
电站生态园、“三水一宅”等优质农
旅点位，拓展成面，构建起美美与
共的片区。

以《村容村貌提升标准》为指
导，“集体主导、国资参与、农民共
享”的发展机制在整个片区内实
行，“基层党组织+劳务合作社+村
物业公司”工作模式得到推广，12
个合作社、66个家庭农场带动800
名农民实现适度规模经营；6个抱
团发展平台、10个项目年收益率近
10%。片区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1324万元，高于全市水平31.3%。

打破行政区划，以“连片+组团”的方式，建设金仓湖现代
农业示范片区，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窗口

太仓走出太仓走出““和美乡村和美乡村””新范式新范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顾雪苗顾雪苗//文文 计海新计海新//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