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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过去5年森林覆盖率

由23.2%提高至30.5%
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断面达标比例

由96.2%提高至100%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由77%提高至92.8%
人民生活水平

过去5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21003元提高至33140元
年均增长9.6%

俯瞰崇明区城桥镇。黎军摄

记者：过去10年间，崇明生态立岛

之路有哪些里程碑式的事件？

缪京：过去10年，是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事业乘风破浪、加速前行的1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崇明

区改革发展稳定等各方面事业取得了历

史性、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根本性、跨

越性的变化，其中有一些重大事件具有

里程碑意义。

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

《崇明生态岛国际评估报告》，将崇明作

为典型案例编入其绿色经济教材，向全

球42个岛国推荐；2016年，崇明撤县设

区，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步伐加快，同年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

发布，生态岛建设目标直指“世界级”；

2021年，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在崇明

举办，充分展示了生态岛建设最新成就，

也极大推动了崇明基础设施、美丽乡村、

旅游服务等全面升级发展。

记者：以时间为轴，市党代会报告中
表达推进生态岛建设力度的用词愈发吃

紧吃重，今年提出“高标准推进”，该如何

理解？

缪京：一直以来，市委高度重视崇
明生态岛建设，在历次市党代会报告中

都作出重要部署。比如，2007年强调要

“大力推进崇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和发

展”，2012年强调要“进一步加快崇明生

态岛建设步伐”，2017年强调要“举全市

之力，高水平、高质量推进崇明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打造长江生态大保护的标

杆和典范”。今年召开的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赋予崇明新的重要任务，强调要

“高标准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创新生态优势价值实现途径，打造国家

生态文明名片、长江绿色发展标杆。”这

当中，“生态优势”是对既往发展成效的

肯定，“高标准”是对将来发展的质量要

求，“名片”“标杆”是对绿色发展的实践

要求。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必须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充满

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的精气神，奋

力推动市党代会明确的目标任务早日

落地实现。

记者：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缪京：生态岛建设是一项没有先例

可循的开创性事业，20多年来，我们敢

为人先、接续奋斗，逐步探索出一条生态

生产生活融合发展新路。站在新的起点

放眼未来，我们完全有条件、有信心推动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实现更大进步、取得

更多荣光。我们将深刻领会市委对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的最新部署要求，大力厚

植生态优势，充分激发生态经济动能，全

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积极增进民生福

祉，努力成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桥头堡、先行区、示范地。

记者：围绕生态产业，您觉得着力点
分别在哪里？

缪京：奋力书写以厚植生态优势立
区、以高附加值农业兴区、以高端绿色产

业强区的大文章，是市委对崇明加快推

动“好风景”催生“新经济”的殷切期望。

踏上新征程，我们将以创新生态优势价

值实现途径为着力点，重点在提高生态

产业的集聚度、显示度、贡献度上下功

夫，通过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好的自然禀

赋，大力发展现代新农业、海洋装备制造

业、生态文旅产业等特色产业，不断增强

生态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比如，现代新农业方面，崇明有些项

目已初具成效，正聚焦种源农业、智慧农

业、精品农业、品牌农业，不断提高农业

发展品质和农产品附加值。我们正利用

“三区三线”划定的机会，进一步优化生

态空间，引导重大农业项目集聚发展，为

农业项目降本增效，提高竞争力。

海洋装备制造业方面，长兴的海洋

装备产业占全区工业总产值七成以上，

有“压舱石”作用，也为“一带一路”、上海

“五个中心”建设贡献了力量，未来将进

一步发挥海工央企优势，实现低碳绿色

发展。

生态文旅产业方面，崇明民宿走过

初期的探索和蓄势阶段，目前已名声在

外，今后我们将引领民宿产业进一步高

质量发展，主要是在做优做强资源配置

能力上下功夫，让政府的相关公共服务

供给更加精准，推动民宿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我们正在编制民宿高质量发展实

施意见，鼓励发展高端民宿群，引导推动

民宿产业集聚发展、特色经营、错位竞

争，政府通过配建统一的游客中心和餐

饮设施等举措，积极满足群众高质量消

费新需求。借助“两条线”——轨道交通

崇明线和沪渝蓉高铁线建设，我们将努

力争取重大旅游项目入驻崇明，为生态

岛高质量发展强动力、添活力。

记者：围绕民生又有哪些成效显著
的项目？

缪京：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
年来，我们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开展实施了生态就业岗位、

生态养老补贴和生态惠民保险制度等一

系列创新实践，大力推进农民相对集中

居住、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长兴人民

医院和区第三人民医院新建等一大批顺

民意、得民心的实事好事，推动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以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为例，我们深

入开展乡村建设行动，完成16个乡镇郊

野单元规划的编制，实现郊野单元规划

全覆盖；结合村庄改造工程，着力开展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区域绿化、农家

“小三园”美化，完成242个行政村村庄

改造，惠及农户20.35万户；高质量推进

示范村建设，已建成市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9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38个、区级

乡村振兴示范村49个，有力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大提升，不但让崇明百姓享受到

高品质生活，也吸引了广大市民来崇体

验乡村旅游。

同时，我们着眼于解决老城区房屋

结构隐患、配套设施不全、雨污混接排放

和综合环境较差等关键问题，坚持“留改

拆”并举，编制旧区改造三年行动计划，

针对不同的住区类型，形成了以“城中

村”改造、二级旧里微更新、“美丽家园”

建设和“美丽街区”改造等为主的差异化

更新路径，全面激发老城区活力，让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感到更便捷、更宜居。

记者：“具有时代特征、体现崇明特
色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有哪些特点？

缪京：推进城乡治理现代化，是我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

述，高标准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必然

要求、具体行动。2020年以来，我们深入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以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等工作为重要抓手，结合“全周期管

理”“平战结合”等理念，积极探索契合崇明

城乡治理规律特点的社会治理模式，推动

社会治理举措“百花齐放”、社会治理成效

“百花争艳”，奋力闯出一条世界级生态岛

城乡治理新路子。

比如，党建“叶脉工程”，曾入选第二批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主要是通过网格

化管理深化党建引领、细化治理单元，切实

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全面提高城

乡治理的精细化水平。通过新建“15分钟

治理微圈”，将层叠在社区的综治网格、城

运网格、警务网格等融合成一张网。通过

创新建立“乡村共享家”“五福智享”等群众

自治制度化载体，激励群众主动移风易俗、

自觉遵纪守法、促进社会和谐。

——访崇明区委书记缪京

崇明：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好风景”催生“新经济”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崇明区竖新镇仙桥村，给人以仙境

如画、热情淳朴的印象。从昔日光景寡

淡的贫困村，到如今的全国宜居村庄、全

国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中国最美村镇、上海市乡村振兴

示范村……淳朴的民风、美好的生活，诉

说着“春风里”的故事。

要说真正的转机，仙桥村党总支书

记管仕忠提到了2007年。“当时，我听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春风吹来’，就赶

紧找镇上领导汇报，表达了积极创建的

决心。”彼时仙桥村其实并不具备“创先

争优”的条件，但镇领导感受到管仕忠的

决心和信心，答应给仙桥村一个机会。

根据新农村建设试点要求，村庄改

造的第一步是填埋“小粪坑”。小粪坑一

是能解决农作物肥料问题，二是使用时

比抽水马桶省钱。村民们能同意吗？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村干部以

身作则，随着宣传工作层层深入，村容村

貌明显改变，为村民建立了信心。一个

个改造项目在仙桥村落地。农村道路

旁，装起了太阳能路灯；田边机耕路，拓

宽硬化成白色路面；家家户户的辅房上，

外墙面都刷白一新，还进行了美化……

“村民自己改造了仙桥中心路，如果

围绕中心路办农家乐，发展旅游经济肯

定比传统农业经济回报率高。”于是，管

仕忠在仙桥中心路两旁物色了5户人

家，以大家准备装修房屋办喜事等契机，

鼓励大家创办农家乐。村民们领会管仕

忠带领大家转型发展的思路，积极响应，

掏钱装修房屋筹办农家乐。管仕忠则忙

着把大伙的营业执照办下来，还安排村

民学习农家乐经营管理知识，仅用一年

时间，这5家农家乐就红火起来。

红火的农家乐，带动越来越多的农

户参与。看到农家乐成功后，管仕忠又

大胆突破，在他斡旋下，同济大学设计团

队受邀在仙桥村设计了一组民宿，做成

农家乐的“升级版”，从“田埂”到“颐一”

“憧憬”等，现在村里的15家农家乐、25

家民宿300多张床位，成了岛外游客的

休闲度假目的地。

引进均瀛小镇，管仕忠做过权衡，村

里合作社、农家乐、民宿多了，旅游项目

是有了起色，但消费空间也要布局，才能

真正留住客人。管仕忠在村委会周边最

好的空地上，引进了富有成长空间的项

目。“乡村振兴示范村不能做成‘标本’，

必须成为实实在在能发展的‘样本’。”管

仕忠为了成就这个更好的“样本”，在均

瀛小镇周边提前布局，设计了党群文化

园、儿童乐园、百姓舞台等，村委会提前

为企业做好配套服务，助力企业实现可

持续发展。

2021年，仙桥村民的人均收入在3.5

万元左右，主要来源为农家乐、民宿和合

作社租金收入等。如今仙桥村成了上海

乡村振兴的一个品牌、一个典范，未来道

路如何走，管仕忠心中有了新谋划。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

抓、两手硬，这是仙桥村发展

的不竭动力。仙桥村村委

会门口，有一座高高的

家训墙，展示的是300

余 户 村 民 的 家 风

家训。这些话语

短小精悍，看得见、摸得着，成了村里文明

风尚的“净化器”。田间地头，村头巷尾，

路灯下，月色中，总会引来人们读一读、议

一议，大家从中能感受仙桥村的淳朴

民风和向上向善的

力量。

何以归田园？崇明岛上仙桥村
■本报记者 史博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