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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峰

地处江苏东南、隶属苏州的吴江，
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也是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重要区域。记者近日在这里
的乡村采访时看到的，不仅是其较高
经济发展水平，更有其在产业升级、环
境保护、公共服务、民风民俗、乡村治
理等诸多方面的独特景象，让人真切
感知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东部经济发
达地区的可贵探索。

七都镇开弦弓村

打造“中国·江村”乡村振兴示范区

位于太湖东南岸的吴江七都镇开
弦弓村，便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费孝通笔下的江村。当年，费老的研
究《江村经济》起源于此，但不局限于
开弦弓村，他书中提及的“江村”，实
际上是一个“泛江村”的概念，是基于
吴江广大区域。

近年来，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吴江正通过“一带一区”“一镇一园”，
即长漾特色田园乡村带，沿同周路农
文旅融合发展区，桃源水乡森林小镇
和浦江源太湖蟹生态养殖示范园等的
推进，以品牌塑造为重点，全力打造

“中国·江村”乡村振兴示范区。
“乡村振兴，靠单个村庄单打独

斗，肯定不行。只有抱团发展，打响品
牌，才能形成效应，事半功倍。”开弦
弓村党委书记沈斌向本报记者表示，
开弦弓村早在 80年前就因为《江村经
济》一书，成为中外学界了解中国农村
的窗口。如今，把“中国·江村”作为
吴江 249个村庄实施乡村振兴的品牌
打造，既是对“江村”文化的继承，更
是对“江村”品牌的发扬，具有重要的
引领示范作用。

走进开弦弓村，只见村落依偎在
一条清澈的弓形小河旁，绿树成荫，亭
台楼阁，令人置身于世外桃源。村民
向记者讲述村名的来历说：如果从河
的上空俯瞰，南面像弓，北面像箭，村
子因此而得名。小河的另一边有村民
在整理渔网，发现有游人与她打招呼，

于是便挥挥手给予回应，脸上露出憨
厚的笑容，映射出这里朴实的民风。

开弦弓村是吴江乡村振兴中重点
发力的特色乡村，“美美江村”建设已
初见成效：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都整
齐地种上了花草、蔬菜，并用小牌子作
上分类标记；需要花籽，可以到设在村
路两旁的免费“花籽取用亭”自行拿
取；各家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一些人
家对房子进行了修缮，但仍不失原始
风貌；村里还建有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文化弄堂……目前，全村 475 户村民
完成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接管率
达 95%。通过深入推进“庭院革命”，
开弦弓村被评为苏州市人居环境示范
村和美丽庭院示范村。

引人注目的是，开弦弓村的产业
也在近年来得到大力发展，全村 70%
以上的劳动力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
形成了以化纤纺织、羊毛衫编织和水
产养殖三大主导产业。沈斌说，2019
年，开弦弓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34878 元，走出具有江村特色的乡
村振兴模式。

平望镇庙头村

构建康养型田园综合体

在吴江西北部，有个名叫长漾的
湖泊，宛如一条“蚕宝宝’静卧着,平望
庙头村后港就位于”蚕宝宝”的尾部，
背靠长漾，东有雪落漾、前拥葫芦漾，

“一荡两漾”，让这里成为一个富有诗
意的栖居之地。

庙头村引入乡村旅游品牌“村
上”，联合建设“村上*长漾里”项目，
探索“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田园社
区”模式，打造集生态休闲、田园体
验、健康养生与一体的康养型田园综
合体，以生态为引领，推进乡村建设，
实现从高效农业示范园到农文旅融
合示范区的转变。

“先规划、后招商、再建设，乡村
的资源经不起折腾和浪费。”平望镇
庙头村党总支书记沈建强向记者表
示，我们邀请浙江大学编制了《平望
庙头田园综合体旅游总体规划》，整

合民宿、桑园、农田、水产、果园等资
源，打造大格局田园综合体，全面布
局全域旅游发展，建设“长漾里”“大
龙荡”“运浦湾”三大农文旅融合示范
区，以此带动乡村全面发展。

走进“村上*长漾里”的室内，老
宅改造的乡风文明党建馆，现代、时
尚、科技的气息扑面而来；出到室外，
成片绿油油的水稻正发苗分蘖；走在
田间新修的木栈道上，耳边传来的是
风吹稻叶的沙沙声，远处是一排排漂
亮的农家别墅。

“我们用最新颖的理念、最丰富
的体验，打造最难忘的乡村游产品，
不 仅 吸 引 游 人 来 ，来 了 还 要 住 下
来。”“村上·长漾里”品牌总监吴嘉
昊说。

“让生态成为最亮底色。”这样的
乡村发展理念已在庙头村落地生根。

震泽镇谢家路

从“原生态”向“优生态”

走出庙头村，沿着浪漫的“稻花
香径”一路西行，不远就是震泽镇众
安桥村的谢家路。蚕桑、稻米、和旅
游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谢家路自然村的村口，有一幅大
的指示牌，上书“水韵谢家”。这里，
北面是 10里长漾，南面是 500亩占地
的 周 生 荡 ，两 湖 抱 一 村 ，少 有 的 开
阔。谢家路拥有一类空气、二类水、
富晒土壤，整个村位于湿地公园内，
甚 至 还 栖 息 有 多 种 珍 稀 水 鸟 和 鱼
类。村里建有“蚕桑学堂”、“幸福农
场“、“乡邻中心”。村党总支书记吴
继华介绍，通过高起点、高标准打造
乡村旅游，带动 488 户村民就业、致
富，完好保护这片田园乡村。

2016年，震泽镇获得全国首批特
色小镇荣誉称号，“丝绸小镇”远近闻
名。为进一步整治谢家路及周边的
生态环境，震泽镇以蚕宝宝生存的高
标准来培育生态环境。近年来，谢家
路区域累计腾退落后工业企业 7 家，
整理土地 35亩，在尽力保留厂房等设
施的前提下，将宝贵的空间资源用于

关键载体建设。在腾退的同时，震泽
还对周生荡及入湖河道逐步进行生
态修复及清淤，科学规划基础设施建
设，实现生活污水接管全覆盖，逐步
实现“千亩桑林、四季养蚕”的优良生
态，推动谢家路从“原生态”向“优生
态”进一步提升。

震泽镇朱家浜村的史剑荣告诉
记者，震泽的彩钢板市场占有率占国
内的 60%，中小企业污染一度很严
重。他原来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彩
钢板厂，因政府加大环保治理力度，
目前镇上已有 40%有污染的中小企
业被腾退，他的企业也已被注销。如
今，他参股了当地一家规模企业——
赛马钢架彩板制造有限公司，任公司
工会主席。“我能理解政府的治理措
施，这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现在震泽
的天更蓝了。”

目前，谢家路自然村入围首批江
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以此，
震泽镇狠抓谢家路村的建设提升，指
导整个长漾片区乃至震泽镇的乡村
振兴战略。

震泽镇党委书记顾全表示，震泽
镇将以“中国江村”长漾特色田园乡
村带示范区为目标，全力推进众安桥
村谢家路建设提升，促进以点带面，
让悠久的蚕桑文化在农村生根，让多
元的发展机遇惠及农民生活，让蓬勃
的文旅产业助推农业发展，进而高水
平全面实现小康，展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现实模样，争取早日全面实现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乡村振兴努
力探索更多的经验。

“村美业特农民富，水韵桑田稻
花香”。震泽镇的乡村振兴模式，树
立了建设新时代“中国江村”的新典
范。

“环长漾区域有 2 个历史文化名
镇、2 个全国特色小镇、4 个特色田园
乡村试点，资源禀赋丰富，串点成线，
统筹推进，今后这些地方将成为吴江
乡村振兴最具潜力的区域。”吴江区
农业农村局局长沈卫民说，2020 年，
吴江计划创建 4 个康居特色村和 76
个三星级康居乡村，借助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建设的契机，全力打造美丽
乡村的吴江新“名片”。

解码吴江乡村振兴“样本”

□ 本报实习记者 暴梦川

近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
员会秘书处发布了包括《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征求
意见稿）等 1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
求意见稿）的公告，其中有 4 项拟更新
的乳制品标准。而《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征求意见
稿）中最受关注的则是将再制干酪的
干酪使用比例调整为大于 50%，同时
新增了对干酪制品的定义。这不仅对
再制干酪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进
一步提升了产品品质，对行业稳定发
展更有帮助。

重新定义多品类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再制干酪》
首次发布于 2010 年，对再制干酪的定
义以及技术要求做出规定。为了适应
行业发展变化，2019 年国家卫健委对
再制干酪拟定了征求意见稿，今年又
再次制定并向公众征求意见。

此次发布的再制干酪标准与现行
版本进行对比发现，在范围、术语定
义、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
以及其他规定中均有变化。

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建议将再制
干酪中主要原料干酪的使用比例调整
为≥50%，同时补充“再制干酪，也可称
为‘再制奶酪’的描述”。以及新增对
干酪制品的定义：以干酪（比例 15%-
50%）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辅料，经
加热、搅拌、乳化（干燥）等工艺制成的
产品，干酪制品也可称为“奶酪制品”。

提高质量 去除“水分”

据了解，目前我国再制干酪市场
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产品中，干酪使用
比例在 15%—50%之间，大部分产品中
添加了比如酪蛋白、植物油、食用香精
以及食品添加剂等其他成分。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大部分再制
干酪产品的外包装上并没有明确标注

干酪的含量，从这些再制干酪产品的
配料表中记者发现，有些产品排在第
一位配料都是水，并非是干酪。

根据现行标准，我国只要求再制
干酪中干酪含量不低于 15%即可。也
就是说，消费者购买的再制干酪产品
中，很大的可能只含有 15%的奶酪，而
剩下的 85%都是水、植物油、色素、香
料和各种食品添加剂。

而对于没有明确标注干酪含量的
情况，此次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为便于
消费者认知和选购再制干酪及干酪制
品，在产品标签应明确标识干酪使用
比例。

业内人士认为，在此次的征求意
见稿中，提高了再制干酪中干酪的含
量，是对再制干酪生产标准的进一步
完善和提升，推动行业逐渐向更高标
准、规范化发展。而规定了干酪制品
的含义，也是基于当下再制干酪市场
的发展现状，方便企业进行分类。

立体化标准 利好企业

此次征求意见稿中通过将再制干
酪中干酪含量调整为≥50%，以及将干
酪使用比例在 15%—50%的称为“干酪
制品”或“奶酪制品”，对生产再制干酪
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蒙牛奶酪事业部研发负责人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标准调
整对行业发展从标准层面进行高层设
计，将产品从标准层面立体化，从而指
导行业从市场、人群、渠道、布局等方
面进行细分精耕，指导行业良性高速
增长。”

而在谈到将再制干酪中干酪含量
调整为≥50%时，他表示：“对于标准中
干酪含量的提高，对企业总体来说是
利好。国家标准将产品划分为干酪制
品和再制干酪两个子品类，市场将有
更大的消费选择和拓展。对于这样的
标准调整，企业会积极面对，为消费者
提供品质更高的干酪制品和再制干酪
产品。”

标准提升 行业规范化发展

干酪含量低于50%
只能称为奶酪制品

本报讯 9 月 28 日，2020 中国企业
500强榜单28日在郑州发布，500强企业
中营业收入规模在 1000亿元以上的企
业数量增至217家，较上年净增23家，其
中8家企业营收超过了1万亿元。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引领经
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中国企
业 500强榜单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发布，至今已连续发布 19
年，各项榜单生动记录了我国企业发展
的轨迹。

据了解，2002年首次发布中国企业
500强榜单时，企业入围门槛年营业收
入只有20亿元，营收千亿元级的企业只

有10家。
今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入围门槛为

营收359.61亿元，较上年提高了36.36亿
元。中国石化以2.81万亿元营收排名榜
首，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位列二、三位，营
收分别达到2.65万亿元和2.62万亿元。

2020中国企业500强营收总额达到
86.02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8.75%；实现
净 利 润 38924.14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10.2%。

今年 500强企业中有 431家企业提
供 了 研 发 数 据 ，合 计 投 入 研 发 费 用
10754.06亿元，研发强度为 1.61%，达到
历史高位。

我国千亿元级企业首次突破200家

雨中的吴江七都镇开弦弓村

前8月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本报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物

流需求继续回升，工业品物流增速由负转正，与消费、民生相关新动能活力进一

步增强，物流运行持续稳定恢复。

1—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74.6万亿元，同比增长 1.2%，增速比 1—7月

提高0.7个百分点。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1—8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增速继

续保持在 10%以上。进口物流需求增势趋稳，1—8月，我国进口物流总额增长

9.1%，增速比1—7月回落0.6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