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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京 9 月 12 日电（记者杨绍功）
姑苏古城北，步入一条小巷，在粉墙黛瓦间，
人们抬眼就能看到那座与苏州人历久相伴的
北寺塔。这条小巷名为塔影弄。傍晚，路灯亮
起，将北寺塔的剪影映在小巷墙上，以“塔影”
为元素的互动装置引得行人驻足体验。
　　“塔影入弄”的回归是姑苏古城“微更新”
中的一幕。
　　“街巷更新前，弄里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
都觉得小巷名不符实，‘塔影入弄’没处看，只
有老旧、破乱的巷子。”住在附近的老人徐文
英说。
　　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北寺塔高 70 多米，
是姑苏古城区的地标之一，稍微开阔一点的
地方抬头不难看到塔影，但要让塔影入弄却
不容易。
　　近 10 年来，作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
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姑苏区积极
探索创新实施古城保护，以“微更新”推进老
旧街巷改造，便利市民生活，盘活文物古建，

引入创业创新，让这座有 2500 多年历史的
古城不断彰显青春活力。塔影弄这样的小巷
再度名符其实。
　　姑苏区 32 号街坊是江南文化传统风貌
的典型代表区域。60 多岁的居民荣幼竹，在
32 号街坊一处上百年小院落里，与十多户邻
居挤住了几十年。老房子维修不断，影响生
活。住小院，少阳光，衣服总发霉，连上厕所都
不方便。
　　古城改造中，政府把选择权交给居民，愿
意迁居的可以住上楼房，选择留下的由政府
提供资金改善公共环境。荣幼竹家搬到了几
公里外，生活品质明显提升。“现在住 90 多
平方米的楼房，房子宽敞了，心也宽敞了。”荣
幼竹说。
　　 32 号街坊改造时，有老街坊提到，小时
候家门口有一排樱花树。改造后，门口真种回
了一排樱花树，一些老街坊感动得泪眼婆娑。
　　“‘微更新’，是要从细节出发，下‘绣花功
夫’。”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置业有

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吴嘉立说。与这片古城
里许多从事城市更新工作的人一样，“80
后”的吴嘉立也有一份古城情结——— 这里
寄托了人们对小桥流水的中国古典文化的
美好想象。
　　修复城市肌理，活化文化想象，还有大
量细节工作要做。近半个世纪前，中张家巷
河被填平盖房。历时十多年的努力，在
2020 年，这条 600 多米的小河重新通水，
连接姑苏城墙内外。当地也陆续实施王天
井河、校场河、菉葭巷河等历史河道恢复工
程，千年水城格局得以延续。
　　水流动起来了，水巷风貌也要焕新。有
关部门为居民制定“一户一策”的整体提升
方案，清理违章搭建，修缮老旧楼房，让背
街水巷面貌一新。
　　现在，姑苏古城区有 35 条河流，总长
53 公里，划船可以游览五六个小时。当地
提升改造的 5 条河道实现滨河绿化，成为
生态河道，22 条背街水巷绿化更新，江南
水巷风情不断凸显。
　　随着古城“微更新”推进，文创热也悄
然展开。几个年轻创业者对记者表示，他们
对古吴语非常感兴趣，正在开发一个古吴

语的文化传播项目。不少古城建筑被辟为
创业园区，许多青年创业者在这里交流碰
撞，衍生出一批文化创意产业——— 咖啡馆、
潮玩店、手工坊……
　　“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
护好文物，保护好原住民，就是保存了城市
的历史和文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历
史系教授胡阿祥认为，对古城进行以有机
更新为内涵的“微更新”和以人为本的“活
态保护”，印证着城市发展理念的变迁。面
向未来，城市建设要统筹好保护和利用的
关系，有情怀风貌，也要有人间烟火，赋予
古城不断自我更新发展的活力。
　　姑苏古城的新变化是江苏古城保护工
作的缩影。江苏持续在快速城镇化进程
中不断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和传承，积极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省新增 3 座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6 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目前
共保有 13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 座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数量均位居全国前
列。传承历史文脉、激扬创新活力、打造
宜居环境，股股崭新的力量正在江南大
地蓬勃生长。

　　新华社太原 9 月 12 日电（记
者柴海亮、李紫薇）居晋东南、太行
山深处的黎城县，拥有丰富而独特
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省黎城县聚
焦产业转型，不断发展优化“红”

“绿”产业，做强做大特色县域经济，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成色。

  用好“红”资源 描绘

老区振兴新画卷

　　作为太行山地区最早的抗日根
据地和解放区，光辉岁月给黎城留
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如中国人民
银行前身冀南银行旧址、上党战役
指挥部旧址等。据统计，全县有红色
遗迹 521 处，享有“没有围墙的抗
战博物馆”之称。
　　黄崖洞，乃一天然石洞，地势险
要，易守难攻。抗战时期，八路军在
这里创办了一个大型兵工基地。如
今，这里是国家 4A 级景区，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记者到达黄崖洞时，天空中下
着小雨，云雾缥缈，刀劈斧砍般的太
行峰壁时隐时现。
　　当地居民李晓盼带着一些外地
朋友来游玩，感觉很尽兴。她说，欣
赏风景只是一方面，接受红色文化
教育更有意义。
　　这几年，看到黄崖洞景区发展
的良好势头，当地农民栗云岗把自
家房子改造成了农家乐。“旺季时一
个月收入 30 多万元，现在我也成
致富能人了。”栗云岗说。
　　栗云岗只是众多依靠旅游产业
致富的黎城农民的缩影。
　　黎城县文旅局数据显示，近年
来，黎城县发展全域旅游，共计储备
文旅项目 35 个，总投资近百亿元。
2022 年 1 到 6 月份，黎城县接待游
客 2 5 . 6 7 万 人 次 ，旅 游 总 收 入
1525.3 万元，带动 1000 余户农民
增收致富。

  开拓“绿”资源 优化产业结构展现

新图景

　　入秋的太行山，绿色苍莽，峰岭奇峻。
　　“我们这里的空气都是‘甜’的。”山西黎城粉末冶
金有限责任公司壶山旅游度假区工作人员杨进北说，
现在，我就靠这个挣钱呢。
　　 10 年来，49 岁的杨进北实现铁矿工人到民宿管
家的华丽转身，折射了黎城由“黑”转“绿”的产业之变。
　　黎城县的发展曾一度依赖开发铁矿等资源。很多
地方因长期加工铁矿石，建筑物表面蒙着一层厚厚的
黑色粉末，与周边群峰叠翠的太行山格格不入。
　　 2012 年起，原来的黄崖洞纯铁精矿有限公司被
山西黎城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整合，加快转型发展，
在选矿车间 100 余亩的原址上，投资兴建了壶山旅游
度假区。为做强“绿”产业，2019 年 7 月，山西黎城粉
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黎瑞农业生态发展有限
公司，在县城北建设黎城蟒山农业生态园项目，发展休
闲农业、生态农业。
　　在壶山旅游度假区，黑乎乎的厂房被拆除，裸露的
土地披上了绿装；生态餐厅、采摘园、民俗窑洞在绿林
掩映中已经营了 5 年。暑期，游客需要提前两个星期
预订，才能住上一晚。
　　党的十八大以来，黎城县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为
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县统计局数据显示，第二产业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51% 减少到 2021
年的 31.6%，第三产业比重由 39.9% 增加到 59%。
　　此外，黎城县还致力于营造百姓家门口的“绿色”。黎
城县市容环卫服务中心数据显示，经过 2 年努力，如今
新增公共绿地面积 20 多万平方米，绿地率达到 4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 13 平方米增加到 15 平方米。
　　仲秋，夕照，白岩寺古刹脚下。元村、霞庄村和北社
村的十几名村民在生态园侍弄完梨树，陆续下工回家。
一位姓张的村民对记者说，现在他们不再需要外出打
工，工资还一点不少。

　　“今风古韵”总相宜 城乡更新为美

好生活增色

　　优质的“红”“绿”资源，吸引不少企业逐“色”而来。
　　黎城县西井镇源泉村因村内的一眼泉水得名，更
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晋冀豫边区青总第一届儿童
会议旧址、八路军源泉化学厂旧址、源泉太行造币纸厂
旧址等。
　　长治市喜耕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源泉村投资建
设太行丹泉田园小镇项目。项目规划总监孟德虎介绍
说，2020 年正式开工以来已完成投资 1.4 亿元。打造
生态旅游项目时，将源泉村纳入整体规划，既突出“绿”
色，也突出“红”色，既吟“今风”，也唱“古韵”，助推乡村
振兴。
　　记者在源泉村看到，整个村庄正在进行更新改造，
房屋门面等工程已初具雏形，显现出精致的晋南古民
居特色。
　　黎城县委书记牛晨霞说，黎城县坚持“红色、绿色、
特色”相结合，一二三产相融合，建设红绿辉映、宜游宜
业的山水黎城。
　　 2021 年，黎城县开始了城市更新行动，投资 12.3
亿元启动 30 个城市更新项目。市民李秀红介绍说，前
几年，走在县城里，头顶是各种网线形成的“蜘蛛网”，
路上是一个又一个的“补丁”。如今县城内城市道路宽
畅，线路管网入地，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生活幸福感不
断提升。

姑苏古城：在传承历史文脉中焕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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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县 城 看 发 展

　　身穿内地律师袍，佩戴律
师徽章，作为诉讼代理人的何
君尧近日在线出席一起香港居
民涉内地物业的合同纠纷案庭
审。这是他获准在内地执业后
代理的首宗案件。
　　“首次在内地法庭出庭应
诉，这是很新鲜的体验。”何君
尧说。
　　今年 7 月，广东省司法厅
为何君尧等四位港澳律师颁发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他
们成为全国首批获准在大湾区
内地九市执业的港澳律师。
　　在社交平台上，何君尧晒出
了自己编号为“No.90000001”的
执业证。他写道：“君尧非常荣
幸及感恩。我会继续努力，为
内地同胞提供优质的法律服
务，为大湾区的发展而尽力。”
　　已有 30 多年律师从业经
验的何君尧是香港有名的“大
状”。他向新华社记者坦言，拿
下内地执业证并不容易，得闯
过笔试、培训、面试“三关”，历
时近一年。
　　此前，港澳律师想要获得
内地执业资格，必须通过统一
的国家司法考试，相当于要从
头自学内地法律知识。此次粤
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面向
港澳有五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
师，考试内容也相应调整，可以
说是“量身定做”。
　　“这为港澳律师打开了广
阔的空间。”何君尧说，粤港澳
大湾区加速融合发展，这对跨
境法律服务产生巨大的市场需
求。港澳律师参与内地司法实
践，与内地律师双向学习，“可
以搭建起一座联系不同法律体
系的‘看不见的桥梁’”。
　　事实上，何君尧对内地经

济和法律事务并不陌生。早在 2004 年，他所
在的香港律师楼就在广州设立了办事处，为
客户提供涉外法律咨询等相关服务。获得执
业证后，何君尧受聘成为广东广信君达律师
事务所的“大湾区法律事务首席顾问”，并很
快 接 手 两 宗 内 地 法 律 案 件 ，成 为 诉 讼 代
理人。
　　“现在越来越多的港澳人士到大湾区投
资、工作、生活，相关的法律需求也会越来越
多。”何君尧说，“除了语言文化相通，港澳律
师熟悉香港、澳门以及国际相关法律和规则，
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在内地执业的优势。”
　　尽管受疫情影响，何君尧未能到达在深
圳的庭审现场，但内地高效的线上法庭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视频看得很清楚，书记员
第一时间把庭审记录打出来供双方参考，审
理过程很有人情味，又很高效。”
　　因为看好大湾区律师未来的发展前景，
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已陆续与获得大湾区律
师执业证的五名港澳律师签约。
　　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广信君达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邓传远告诉记者，粤港澳
大湾区涉外法律事务日益增多，港澳律师“走
进来”能够为内地带来更多的国际经验，提升
大湾区法律服务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通过这些港澳律师也可以拓展内地律
师事务所涉外服务的范围，如帮助内地企业
赴港上市的法律服务等，这种融合互动是双
向的。”邓传远说。
　　截至目前，广东省司法厅已向超过 40 名
港澳律师发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
书。此外，目前已有数百名港澳律师通过大湾
区律师执业考试，将按规定陆续获得执业证
书。 （记者车晓蕙、杨淑馨）新华社广州电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律
师
﹃0

0
1

号
﹄
内
地
执
业
记

　　据新华社成都 9 月 12 日电 9 月 12 日，
四川省在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雅安市石棉
县同时举行哀悼活动，深切哀悼在四川泸定
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成员，有
关部队负责同志，四川省委、省政府及省直有
关部门负责人，在当地参与抢险救援的解放
军和武警官兵代表、公安民警、消防和应急救
援队伍、医护人员、志愿者代表，基层干部群
众等参加哀悼活动。
　　北京时间 9 月 5 日 12 时 52 分，四川甘
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
度 16 公里。此次地震震级高、破坏性强，造成
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哀悼活动现场，受访干部群众表示，从

悲痛中重振，在灾难中崛起，是对逝去同胞
最好的告慰。我们要用勤劳双手重建美好
家园。
　　新华社成都 9 月 12 日电记者 12 日从
四川省“9·5”泸定地震抗震救灾省市（州）
县前线联合指挥部获悉，从 12 日 18 时起，
四川省终止省级地震一级应急响应，应急
救援阶段转入过渡安置及恢复重建阶段。
　　截至 11 日 17 时，四川泸定地震已经
造成 93 人遇难，其中甘孜州遇难 55 人，雅
安市遇难 38 人。另有 25 人失联，其中泸定
县 9 人，石棉县 16 人。救援人员将继续对
重点地区加强排查，积极搜寻失联人员。
　　据介绍，泸定地震灾区已开展多轮人
员排查搜救，目前受灾群众基本得到妥善

转移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大
部分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得到恢
复，已开展地震次生灾害排查处置。
　　四川各级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做好后续
工作。一是全力救治伤员，千方百计减少因
伤致亡致残。同时，继续对重点地区加强排
查，积极搜寻失联人员。二是妥善做好群众
临时过渡安置，继续做好物资保供工作，提
前谋划冬春救助保障。三是继续修复道路、
电力、水利、通信等震损基础设施。四是加
强地震、气象、水文监测预警，做好地质灾
害隐患排查和房屋设施安全鉴定，坚决避
免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五是加快推进
灾害损失综合评估，鼓励帮助群众开展生
产自救，科学规划灾后重建。

四 川 举 行 活 动 深 切 哀 悼 泸 定 地 震 遇 难 同 胞

四川地震灾区转入恢复重建阶段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记者刘诗平）
水利部 12 日 8 时再次启动长江流域水库群
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项行动，重点保障 9
月中下旬长江中下游中稻、晚稻等秋粮作物
灌溉关键期用水和城乡供水需求。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此次专项行动将
精准调度以三峡为核心的长江上游水库群、
洞庭湖水系水库群和鄱阳湖水系水库群向下
游补水。同时，抓住补水的有利时机，精准对
接每一个灌区、每一个城乡供水取水口，多
引、多调、多提，精打细算用好抗旱水源。
　　水利部发布的旱情通报显示，当前，长江
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较常年同
期偏低 4.89 米至 7.20 米，江湖水位均为有
实测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据预测，9 月中下旬
长江流域降雨仍然偏少，长江中下游及洞庭
湖、鄱阳湖水系来水偏少，水位将持续下降，
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抗旱形势依然严峻。
　　根据旱情形势，水利部组织长江水利委员
会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省水利厅，研
究制定抗旱联合调度方案，再次启动长江流
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项行动。
　　此前，水利部曾自 8 月 16 日 12 时起启

动长江流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
项行动，调度上中游水库群，加大出库流量
为下游补水。

长 江 流 域 水 库 群 抗 旱 保 供 水
联 合 调 度 专 项 行 动 再 次 实 施

  ▲ 9 月 10 日，长江武汉段部分滩涂裸
露。当日，长江汉口段水位跌破 14 米，较往
年同期偏低约 9 米。 新华社发（赵军摄）

   9 月 12 日，福建省
厦门市第二东通道——— 翔
安大桥主桥成功合龙。翔
安大桥全长约 12 公里，其
中跨海桥梁长约 4.5 公
里，设计时速 80 公里。
    新华社发
  （中交二航局供图）

厦 门 翔 安 大 桥

主 桥 成 功 合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