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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走进南京牛首山感受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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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同城”的生活正在长三角地区成为现实
       经过多年努力，在长三角地区，一体

化正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5月27日在江

苏无锡举行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发布

会上，10个有轨道交通城市实现“一码通

行”、长三角“一网通办”正式开通等成

果一一发布。“异地同城”的生活正在长

三角地区成为现实。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城市化战略布局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最大的人口和经

济密集区，是最具创新力、最具活力的地

区，也是全国最大的市场，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

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产业

融合加速，制度创新成效显著，推动长三

     “截至目前，牛首山共计接待台湾各界

代表293批次，共计6973人次，南京牛首

山成台胞‘打卡’地。”日前，中新网记

者在走访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时，牛首

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文化宗教科科长梅晨

介绍说。

      6月5日，2021江苏省大学生马拉松联赛暨东南大学第六届校庆马拉松在南京东南大学

九龙湖校区开赛，3000余名在校学生、教职工、校友参与，畅跑6.6公里校园赛道，用激

情迎接校庆119周年。图为完赛大学生合影留念                                                        泱波 摄

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南京牛首山成台胞“打卡”地
      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自然风光秀

美，文化底蕴深厚，佛禅文化源远流长，

是世界佛教最高圣物——佛顶骨舍利的供

奉地。

　　在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景区参

观接待总量突破了13万人次，参观总人数

超过历史同期。尤其在5月2日，超4万人

次到访景区，创下景区最高单日客流量纪

录。

      南京与台湾历史渊源深厚。南京的民

国建筑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保存完好。

宁台经贸交流、人员交往密切。自首个台

资项目于1988年落户，宁台合作已有30余

载。如今，累计近四千家台资企业、数万

名台胞融入南京，与城市共成长、共发

展。

      和很多在台胞“朋友圈”中知名度较

高的中山陵、“总统府”(南京中国近代史

遗址博物馆)相比，牛首山属于“打卡”地

的“新秀”。其以秀美的自然风景禀赋、

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源，吸引了很多台湾人

士前来参观。

　　梅晨表示，自2015年开园以来，台湾

政界、商界、文化界、佛教界和民间协会

组织等知名人士，相继造访牛首山文化

旅游区。2016年，牛首山文化旅游区获批

“江苏省对台交流基地”。

      “近年来，园区以特有的佛教文化和

历史文化的吸引力、包容性，深入开展两

岸文化、旅游、经贸等交流与合作，在对

台交流中充分发挥了自身作用。”梅晨

说。

　　例如，牛首山相继与台湾法蓝瓷集

团、开成兴业公司、人道集团等知名台企

在文创研发、旅游发展、产品营销等领域

开展了广泛商业合作。

　　其中，来自台湾的开成兴业投资的

“如是观”文化创意馆，成为景区游客必

去的文创“打卡”地。

      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牛首山先后成

功举办“佛顶·艺海”海峡两岸佛教书画

交流艺术展、夏荆山大师书画艺术展等交

流活动，旨在以论坛、书画艺术展等文化

活动为纽带，深化宁台文化交流。

　　牛首山还发挥“江苏省对台交流基

地”平台的优势，积极对接东航国旅，推

出了以牛首山为主打产品的台北、高雄直

飞南京的“美好江苏”旅游线路。

       在帮助台湾年轻人实习就业方面，牛

首山还开展了宁台大学生“青春修炼营”

实习交流活动，为更多台湾青少年深入了

解江苏、了解南京提供了平台。

　　日前，到牛首山文化旅游区进行工作

调研的南京市台办负责人表示，牛首山利

用自身资源的优势，为促进宁台交流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希望牛首山挖掘两

岸佛教渊源，完善针对台湾同胞在软件服

务方面的功能，丰富基地交流活动的形式

和内容，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持续发力。

                                                              朱晓颖      近日，民众在南京牛首山参观，感受人文历史。牛首山又名天阙山，是金陵（南京古

称）四大名胜之一。                                                                                                          泱波 摄

东南大学三千师生校友奔跑校园 

“丈量”青春迎校庆

茅联群：当好苏州“海归”代言人的“001 号”
   　在苏州侨界人称“001先生”的茅联

群今年正好到了该退休的60岁，却依然充

满着激情和活力。他身上有着众多的“第

一”：苏州海归创业第一人、编号为001

的“苏州留学生回国创业证书”获得者。

他创办的企业最早入驻苏州创业园，并入

选江苏省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祖国是最坚强的后盾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我看到了祖国

最坚强的一面，看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团

结精神。作为一名曾经的医务工作者，我

为疫情中的逆行者们点赞！”身为苏州市

苏医生物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茅

联群称自己也曾是个“逆行者”。

　　茅联群1961年出生在苏州一个知识分

子家庭。1987年，茅联群获得法国提供的

奖学金赴法深造。留学期间，他创造性地

把中医文化融入，中西医结合，让他走上

了创新之路。

　　1994年，茅联群从90多名应聘者中脱

颖而出，成为法国国际免疫公司驻华办事

处首席代表，回到中国。1998年，他辞去

了跨国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创办了一家生

物基因技术公司，专业从事血液安全产品

的供应链管理，并提供整体实验室建设方

案。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速。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全球的背景下，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完整的

产业链和强大的供给能力，为全球抗击疫

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认真履职的海归代表

　　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茅联群有很多

身份，知名医生、跨国公司高管、成功企

业家，但他觉得分量最重的还是“海归代

表”。茅联群是苏州市第十四、十五届人

大代表，苏州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他

说，作为一名留学生代表，能有机会参政

议政，履责为民，就得当好这一群体的代

言人。

       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参

与，线上线下举行52场国际合作活动……

5月26日，南京市启动2021南京创新周首

场新闻发布会，本届创新周将于6月21

日-25日正式拉开帷幕，继续打造升级版

的“云上”创新交流平台。

　　据南京创新周组委会执行长、南京市

政府副秘书长陶磊介绍，作为南京着力打

造的品牌展会，本届南京创新周将继续突

出“老品牌”与“新亮点”交相辉映，聚

焦城市创新，分享创新理念、传递科技趋

势、探索创新路径。

　　除了“黑科技展”“中华门创将”等

特色活动继续做优做精，还将有中俄大院

大所南京创新论坛、PNP中国创新生态大

会、中国人工智能峰会、紫金山英才发展

国际峰会等特色新亮点。

      “考虑到疫情原因，本届创新周还将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会模式，着力打

52场国别合作打造创新“朋友圈”

2021南京创新周即将上演

造集高端论坛、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

活动为一体的国际化创新合作与交流平

台。”陶磊告诉记者。

　　南京创新周组委会展示洽谈组组长、

南京市工信局一级调研员王东介绍，本届

创新周的线上展览体验性更强、科技感更

足。“组委会将在线上平台搭建具有科技

感的虚拟三维界面展览空间，参观者可通

过自己的视角切换去探寻各类创新主体以

及创新产品、创新平台和应用场景。往届

最受观众关注的‘黑科技’展，今年也将

按照这种体验方式，让观众可以在虚拟空

间内自由探索，观看到海内外数百项‘黑

科技’。”

　　同时，丰富的线下主题展览涵盖前三

届创新周的回顾，以及新研机构、创新企

业的创新成果或产品实物，提供“一步一

场景”的观展之旅，令观众直观感受到有

思想、有温度、有实效的创新周。     申冉

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在无锡入院治疗，就相当于住进了

上海瑞金医院。”瑞金医院无锡分院院长

黄祥介绍，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如今上海

瑞金医院的专家们可以通过远程会诊、远

程示教、远程查房、远程读片等方式，对

瑞金医院无锡分院的医疗质量进行总体把

关。

　　在长三角地区，医疗资源的相互流通

已成为常态。

　　“不破行政隶属，但打破行政边界，

实现共通共享。”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简称“示范区”)，跨区域

的公共服务正在加速打通和共享。

　　截至目前，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

州市吴江区和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三地共

有85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已接入门急诊联

网结算系统，三地的参保人在示范区内免

备案异地就诊时，医保待遇与参保地保持

一致，真正享受到示范区一体化发展带来

的便利共享，直接惠及示范区内三地参保

人员约230万人。

　  交通互联、产业共融、生态共治、民

生共享……长三角一体化正从全面加速迈

向全面深化。

　　在产业方面，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

创新链与产业链共进的案例频繁呈现。

　“公司的生产线采用了汇邦自动化的产

品，我们的上游有着大量来自长三角地区

的公司。”晶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位于

皖苏交界的来安县，该公司生产运营总监

刘继丰称，公司是长三角完整光伏链条的

受益者。

　　在交通互联方面，截至2020年底，长

三角10个有轨道交通城市已实现“一码通

行”。“在长三角地区通地铁的城市，我

们用‘Metro大都会’App可以实现‘一

码通行’，甚至有的城市的公交车也支

持。”朗新科技集团副董事长张明平说，

长三角的一体化，是人流、物流以及数据

的一体化。

　　在张明平看来，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而数据赋能一体化也将有更大的发

展空间。

　   在生态共治方面，元荡湖治理、太湖

水治理以及天目湖水质提升等都是多方联

动的典型案例。

　　在示范区执行委员会协调下，上海青

浦、江苏吴江共谋一个项目、共建一批机

制、共绘一张蓝图、共商一套标准、共推

一份计划，对元荡湖及其周边支流进行水

系连通、河道清障、清淤疏浚、岸坡整

治、水源涵养等治理措施，并建设景观步

道和骑行道。

　“为保护天目湖的水质和生态，溧阳与

郎溪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

移支付等方式给予合理补偿，引导天目湖

上游的养殖户退出青虾养殖。”溧阳市天

目湖镇党工委副书记杨育美介绍，随着长

三角一体化战略不断推进，苏皖合作示范

区建设迈入新发展阶段，在完成“退养还

湿”后，天目湖国家湿地公园水质与生态

更加优良。

　　产业链协同工作机制建立，一批合作

示范园加快打造；三省一市联合签署《协

同推进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一体化工作备忘录》，沪苏浙共推太

湖沿岸生态湿地修复、苏皖开展滁河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成果发布会上，这些成果令人振奋，随着

长三角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异地同城”

的生活也将更便捷。 

                                   杨颜慈 孙权 王逸飞 

　　“对于留学归国人员来说，要调整自

己的思想，现在国内的发展机会确实很

多，但并不是遍地黄金，需要自己尽快成

长，加强自我学习，尽快让自己的科研成

果转化成生产力，创造应有的社会和经济

效益。”茅联群说。

　　此外，茅联群还建议苏州可借鉴法国

的一些经验，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法国

为提升工业竞争力，促进工业复兴，十分

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其中有些措施，

可作为苏州发展中小企业的借鉴。“科技

型中小企业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

量，更为苏州经济提供了发展潜力。”茅

联群强调。

　只想当好女儿的顾问

　　如今，卸下许多身份后的茅联群给自

己名片上印的头衔只有“博士”。他称自

己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当好女儿的顾问。

他认为自己做得最成功的事情之一，就是

把在香港工作的女儿茅澄怡请回苏州接任

公司总经理。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福且幸运的。父

辈的回乡难免要面对更大的未知数、权衡

个人层面的利弊，所以父亲当年回国的举

动在我眼中有一份英雄的慨然。小时候我

曾问他回乡的缘由。他没有给我答案，却

让我寻找一个不回家的借口。”十七岁的

秋天，茅澄怡去英国求学，从高中念到研

究生毕业。

　　2017年的夏天，茅澄怡辞去在香港稳

定的工作回到苏州，投身于发展建设苏州

本地医疗产业。此时她已渐入而立之年，

金融业的历练让她愈发着眼于民生，异乡

的经历更驱使她致力延续家庭的传统。

“现在苏州对医疗健康行业的扶持和创新

举措，正为我提供了所需的发展环境和空

间。”茅澄怡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但在茅联群眼里，女儿也将面临更大

的挑战。20多年过去了，苏州凭借着良好

的营商环境，更加专业的政府服务，吸

引了众多海归前来苏州创业，可谓精英

云集。这是茅澄怡将面临的挑战之一。其

次，现在虽然是创业的大好年代，但创业

者切忌浮躁之气，更需要的是那份执着和

坚守。如何保持一颗匠心，保持专注是女

儿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希望女儿和她的同仁们能够真正

潜下心来，本着‘专业服务专业’的精神

和态度把公司办成百年老店。”茅联群将

期待的眼光投向了女儿。        周建琳 钟升

南京：凌霄花初夏绽放城南老街
      6月2日，江苏省南京市，初夏的城南老街上，凌霄花垂挂在青砖墙上绽放，吸引了在

此游玩的民众驻足拍照。                                                                                                  泱波 摄

       “到2023年，沭阳纺织产业年可实现

开票销售300亿元，将引领全县纺织服装

产业由‘高原’走向‘高峰’，2025年将

达千亿级。”5月31日，2021江苏纺织服

装产业集群(园区)发展大会在江苏省沭阳

县举行，沭阳县委常委、沭阳经开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石敬峰在作推介

时称，目前，该县汇集众多知名纺织企

业，建成多个国家级生产基地，纺织产业

开票销售连续三年增长30%以上，总量一

直位居苏北前列，成为江苏最年轻的产业

集群。

　　 据了解，纺织服装是江苏省沭阳工业

发展的特色主导产业，建国后，纺织产业

在沭阳风光无限，益民织布厂、麻纺厂、

针织厂等企业产销两旺，“丰满格布”荣

获全国好产品称号，沭阳县服装厂被命名

为江苏省“大庆式企业”。

      进入新世纪，纺织产业跟随该县工业

经济一起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一大批质态

好、前景好的亿元纺织项目纷纷入驻，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目前全县拥有

高端纺织企业558家、规上企业180家，年

产值超过200亿元，是江苏最年轻的纺织

服装产业集群。

      当天上午，在沭阳家纺特色产业园规

划区，江苏恒能家纺新材料有限公司万余

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内，近500台各式织机

一字排开，气势恢弘，机杼声不绝于耳。

　　 公司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0亿元，引进先进的加弹机、提花机、剑

杆织机、喷气织机、喷水织机以及印花染

整设备等，主要生产加弹丝、窗帘布、沙

发布、墙布等家纺面料。“项目规划分四

期建设，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年可产各

类高档家纺面料15亿米、年产值50亿元、

年纳税超2亿元、用工5000人，将成为苏

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家纺用品生产基地。”

　　沭阳县委书记彭伟介绍，对沭阳来

说，一部纺织史就是催人奋进的奋斗史。

“面对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沭阳纺织服装企业及时转产，

全力做好口罩、医用防护服、消毒湿巾

及相关原辅材料的生产保障工作，为夺取

‘双胜利’贡献了纺织力量。”彭伟说，

后疫情时代，沭阳将坚持以补链延链强链

为主攻方向，150亿级桐昆集团沭阳项目

开工建设，50亿级凯瑞博科技、常沭新材

料，1.5亿美元洲际纺织等一批上下游项目

相继签约，纺织产业呈现出跨越发展的喜

人态势。

　　大会现场，江苏凯瑞博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江苏常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7

家纺织企业与沭阳县达成项目签约，签约

金额达160余亿元人民币及3亿美元。

                                                                  刘林

由“高原”走向“高峰”
江苏沭阳打造千亿级纺织产业集群

江南水乡苏州同里古镇夜景迷人
      近日，记者走进苏州吴江同里古镇，领略江南水乡迷人夜色。图为身着古装的姑娘在

同里古镇内留影。                                                                                                              泱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