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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俞菀

善，是吴根越角的碧波，更是先锋之城的底色。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浙

江嘉善“以善之名”，争做先行者和排头兵。
这里，探索“善政走向善治”，不断创新突破体制机制壁垒；

这里，着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以爱与责任铸就新时代“善商”文
明；这里，努力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善居”之地，留得住乡
愁，承得了梦想。

善治：小县城大开放，破壁求发展

六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就有关于“嘉善”地名由来的
记载：“因旧有迁善六乡俗尚郭庞，少犯宪辟，故曰嘉善。”这其
中，既有对嘉善人性格平顺豁达的赞赏，也有依法循礼的“善治”
端倪。

“上善若水”，是脱胎于农耕文化的智慧，更是嘉善人对社会
治理的追求。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嘉善却面临“发展洼地”的窘境：距离
上海、苏州、杭州三座大都市均在百公里以内，却没能挤进任何
一座城市的核心发展区。没能借势“大树底下好乘凉”，反而落得
“大树底下不长草”。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也糟糕，与百姓
期待的“善治”目标相差较远。

近十多年来，嘉善干群同心、全力建设全国唯一的县域科
学发展示范点，努力做好转变发展方式、主动接轨上海、统筹城
乡发展三篇文章，全面探路县域科学发展，并交出了精彩答卷。

翻开新的历史篇章，嘉善决心进一步做好“善政走向善治”
的实践探索。“长三角一体化，不同于建设一座城市，开发一片区
域，更多的是要在制度上创新突破，要积极探索一体化发展的体
制机制创新，以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来
推动高质量发展。”嘉兴市委常委、嘉善县委书记许晴说。

嘉善与毗邻的上海、江苏区县携手，着力在“破壁”上下
功夫。

沪浙交界处曾有一座违建房，一半位于上海市枫泾镇菖梧
村，一半位于嘉善县惠民街道曙光村。两年前，拆违工作因为地

界问题被“卡”住。“业主不肯拆，甚至发动整个村村民在举证
材料上签字，证明房子是建在上海地界上的，浙江无权拆除。”
曙光村党委书记查云法说。

2017 年 8 月，上海市枫泾镇与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惠
民街道，浙江省平湖市新埭镇，形成“四方联盟·党建一体”的
联动发展工作格局。将党建“神经元”接入彼此系统，大大提高
了处理毗邻地区事务的速度、质量和能级。拖了两年多的历史
遗留问题，只用了一个半月就得到妥善解决。

2019 年 9 月 22 日凌晨，受台风“塔巴”影响，与上海毗邻
的嘉善俞汇村附近多处线路出现电杆断杆、倾斜，造成 30 个
公变、4 个用户专变失电。得益于两地之间建立的“跨省配网
联络线”，嘉善出现失电，“上海电”迅速补上。曾经“近在咫尺”
却又“电力割裂”的配电网刚性隔绝消失了。

“以前遇到台风天气，断电抢修要好几个小时，现在基本
上没有断过电。”嘉善县俞汇村村民曹立付，在苏浙沪交界地
经营着一片 52 亩的鱼塘，当得知自己的老家，江苏省吴江区
也即将纳入跨省配电范畴，他感到十分高兴。

善商：肩负爱与责任，方能走得长远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静静伫立在长三角城市中的许多民
国优秀历史建筑，砖瓦上都刻有“泰山制造”4 个字。“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凝聚了百年前一批中国商人“实业救国”
的雄心壮志。

“诞生于 1921 年的‘泰山公司’为我国砖瓦工业革命之
先声，开创了用‘土窑墩’烧制‘洋瓦’的先河，率先进行了窑
墩燃料的改革。”《嘉善档案史志》编辑杨越岷说，“更重要的
是，‘泰山公司’有了早期长三角跨区域合作的雏形，很多有
识之士、商业巨子在嘉善办厂，而嘉善生产的砖瓦又为多地
城市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百年后，“泰山”实业带来的思考依然深刻，奠定了“善商”
之风的底色。

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什么样的企
业可以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我觉得，那一定是把国家振
兴和企业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始终不忘爱与奉献、诚
信和社会责任感的，是能沉住气去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
的。”全球光伏应用制造商、地洲智慧能源集团董事长张华
军说。

如今，在长三角乃至全国、全世界许多城市的郊区、农村，
都用上了一种“太阳能路灯”。就算连续下雨两个月，遭遇台风
断电，晚上的道路也再不会漆黑一片。这项技术，就来自张华
军的企业团队。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陈寿灿说，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
探讨“善商”的内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善商”体现了自
由、平等、效率和诚信的内涵，兼具道义和功利价值，无论对于
今天中国的企业还是社会，都是意义深远的无形资产。

为了让新时代“善商”之风带动城市发展、扩大辐射覆盖
面，嘉善“拿权力开刀、从自身割肉”，全面推行行政权力清单
制度；对民资和外资鼓励类、允许类的企业投资项目推行“零
审批”制度，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最多 90 天。

“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作为嘉善高质
量发展的首位战略，必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最多跑一次
改革’，撬动政府相关领域的改革，增强嘉善的竞争优势。”嘉
善县委副书记、县长徐鸣阳说。

近年来，嘉善累计引进世界 500 强投资项目 14 个，累计
实际利用外资突破 50 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企业最初看中
的可能大都是嘉善的区位优势和土地空间资源，但当他们真
正融入这里便会被“乐善好施”之风感染，让“善”的种子在企
业文化中生根发芽。

2019 年 7 月 1 日，歌斐颂巧克力（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莫雪峰在浙江省嘉善县行政审批中心市场监管窗口，领取了
首张经营场所冠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字样
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先后与上海市教委、浙江省
教育厅签订联合举办“青少年研学基地”的协议。此后，又与中
国儿童中心合作推进儿童关爱事业。

“从生产中国人自己的巧克力品牌，到通过巧克力小镇的
运营来传递情感文化，再到与教育部门合作创新‘食育’教育，
我们就是希望企业的发展能更好地契合国家战略，创造更多
社会价值。”莫雪峰说。

善居：留得住乡愁，承得了梦想

一定历史时期的高歌猛进，让嘉善“青砖黛瓦马头墙、一
户一屋一河埠”的居住风情遭到了破坏。“村村点火、户户冒
烟”的粗放式作坊经济所付出的代价，是随处可见臭水河、垃
圾场。

嘉善何以“跻身”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10 年时间，嘉善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出一系列“组合

拳”，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低效项目；因地制宜修复生
态系统、一村一策打造美丽乡村。激发县域深层次活力，努力
让只有富裕企业才办得成的“亏本”环保，变成一种在经济上
能“赢利”的绿色产业。

2019 年 9 月 29 日，正值嘉善县第三届善文化节在西塘
古镇开幕。乘一叶扁舟，荡漾绿水之上，远处是大红灯笼高挂
的街市，近旁是躺椅上品茗的老翁。“人在嘉善，触摸烟雨江
南。”古镇民宿留言簿上，一位游客写下了惬意的感受。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善居”思想的基本特征。嘉
善用实践证明，善居，是环境优美与人际和谐的兼顾。

上海退休教师盛家龙，带着几千册藏书，住进了嘉善县
天凝镇洪溪社区。“我是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人。这里交通
便利，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在向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这里的社区党建和村民文化也做得特别好，让我很有归
属感。”
盛老师口中的洪溪，曾经是出了名的“上访村”。村党委书

记陈俐勤上岗后，盘活了村里的存量资产，创立了重大村务公
决制，把广场舞跳上了中国达人秀舞台，让繁荣的农村文化像
磁铁一样吸引着群众的向心力。

“国庆前，我们为 60 岁以上的老村民办‘百家宴’，酒桌从
村头延绵到了村尾，大家都好开心。我觉得，只有将善文化元
素与新的生活理念融合，才能拓展‘善’的人居内涵。”陈俐
勤说。

在嘉善，“善居”是一种平安、健康和均衡的幸福：是村年
经常性收入达到 100 万元以上，全面消除人均年收入 9600 元
以下的低收入农户；是城乡居民收入比全国最低，是户籍人口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分别到达 96 . 03%、99 . 30%；
是全域学校“零差异”、城乡师资“零差距”、城乡学生“零择
校”。

“善居”，是留得住乡愁，也能承载梦想。嘉善，力争打造长
三角最有“获得感”的城市。

老家河南安阳的葛晓菊，刚刚成为新嘉善人。“ 2016 年
来西塘旅游时，就被这里的地嘉人善所打动。2017 年，我决
定到这里买房子。2019 年，儿子跟着我来到嘉善。刚来就跑
去图书馆，还跟我说，这里一张身份证能借 10 本书！相信他
在这里肯定会有更好的前途。”

嘉善：“地嘉人善”争做长三角一体化“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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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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