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14日 星期四
编辑：储海鹰 组版：陈丽华 3版学习与实践

“一斛水中半斛鱼，日出斗金
夜出银”，名播域外的长荡湖，结
束了围网养殖粗放发展时代，正
跨入“文旅融合”高质发展新时
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
态文明、绿色发展正成为时代要
求，高质量发展倒逼长荡湖开发
利用转型升级，如何将长荡湖的
生态优势转为发展优势，自然禀
赋化为发展红利，成为常州西部
新城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一、开发利用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

长荡湖，是金坛人民的“母
亲湖”，也是江南水乡不可多得
的浅淡水湖，是金坛“二山二水
六分田”自然特色“水魂”的典型
代表，千百年来形成的湖资源、
湖文化、湖美景更是独一无二，
不可复制，而对江南水乡“缺
水”、“缺水景”、“缺水文化”的窘
境，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资
源紧缺，晚开发更能高起点定位
规划开发利用湖资源。为此，区
委确定“想好了再做，三年不引
进一个项目”，全力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通过持续投入不断改善
长荡湖发展环境和投资环境，提
高项目承载能力，提升周边土地
价值，为后续开发提供了基础保
障。未来，长荡湖开发利用还面
临多重考验：第一，如何在资源
要素制约的情况下打造高品质
的旅游度假区？长荡湖度假区
缺乏湖以外高等级的旅游资源
单体，开发起步晚，开发程度较
低，面临低起点与高品质的现实
差距。第二，如何在周边众多有
竞争力的湖泊中错位发展，脱颖
而出？区域同质类湖泊资源非

常多，环太湖流域的苏、锡、常就
有度假区 14 个，直接濒临太湖
的有 6个，在共同构成旅游体系
的同时也存在同质化竞争。第
三，如何根据长荡湖现有资源条
件，开发多层次的旅游产品，有
效促进度假区内旅游资源的开
发利用与区域旅游资源的优化
整合？第四，如何摆脱旅游发展
对长荡湖周边环境的影响，实现
可持续发展？减小旅游对生态
的影响，增强对湿地、生态的保
护意识，是开发运营中需重点关
注的问题。

纵观周边发展较早较好的
湖泊，从成立省级旅游度假区到
现在，大都经历了近 30 年的开
发历程，并伴随改革开放与城市
化进程不断推进。其成功经验
在于，湖泊的开发利用均以项目
为支撑、以生态做底色、以特色
强品牌，规划引领、文旅结合，打
造成独具特色的魅力景区。长
荡湖旅游开发可借鉴先发地区
的的思路与方法，高起点策划、
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充分
发挥生态优势、后发优势，成为
我区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开发利用的前瞻
性思考

开发长荡湖涉及环境保护、
基础设施、发展方式、发展路径、
发展格局的重大调整，机遇与挑
战并存，要有历史的耐心，科学
谋划、稳步推进、久久为功。一
是保护性开发。基于长荡湖的
区位、资源特点及生态敏感性，
坚持高质量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优先保护生态，在保护中开发、
开发中保护，保护与开发相协

调，不突破承载力搞发展。二是
重视科学规划。以高水平规划
引领各类要素资源实现科学配
置，统筹考虑过去、现在、未来的
状况，在规划中合理划定保护开
发的红线和底线，科学设定最终
目标和阶段目标，细化工作措施
和步骤，以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执
着和韧劲抓好保护、治理、开发
等各项工作。三是突出文化特
色。长荡湖周边可挖掘的特色
文化较多，包括娱乐文化、习俗
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要
充分挖掘，创新性开发利用长荡
湖所特有的“水乡文化”、“农耕
文化”、“非遗文化”，以文化提升
旅游品质，推进文化和旅游全面
融合发展。四是强调整体性理
念。综合开发有格局、有视野、
有规划，坚持规模开发、整体性
经营理念，处理好“总体谋划和
久久为功”、“整体推进和重点突
破”、“自我发展和与周边乡镇协
调发展”、“水源涵养和旅游开
发”、“开发和产业升级”、“开发
和居民生活水平”等不同层面的
关系。五是阶段性适度性推进。
控制用地和开发规模，在建设目
标和时间等因素上留有一定的
伸缩性及开发的时序性，根据市
场变化不断调整，开发留有适当
余地，为未来发展提供空间。

（课题组成员：虞乐、陈建、
孙坚、丁皓、谢益平、杨曌、吴金
林、王卉宁、李伟，执笔：虞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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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新闻中心 3 月 11 日举行记
者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局长张茅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网络消费作为新的消费方
式，给群众带来便利，特别是
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同时，也反映出不少的问题。
对于存在的问题，比如假冒伪
劣，我们要加大惩处力度，线
上线下用同一个标准，严格监
管，严厉惩罚。同时，也鼓励
电商经营者和平台自律守信，
这样他们才能顺利发展。

权威统计显示，我国去年
网上零售额超过了 7 万亿，增
长 24%，占到全国商品零售总
额的 18%。一定程度上说，网
购已是不少人的生活方式，而
随着网络消费的普遍化，打
假，实现天下少假，乃至天下
无假，是公众的强烈诉求，也
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所系。打
假，在这几年的全国两会中年
年是焦点。

要实现天下少（无）假，当
从三方面发力：一是立法，二
是监管，三是平台守土尽责。

近些年，在立法层面，与
打假相关的制度设计越发健
全。比如刑法中有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明知
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
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张茅指出，
要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使制
假售假者倾家荡产，公开曝光
造假者，让他们在阳光之下无
处藏身。有个细节是，今年 1
月1日起施行的电子商务法也
就“保护知识产权”设置了明
确规定。不难发现，随着法制
更健全，法治更有力，造假售
假的违法犯罪成本势必越来
越高。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
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
在于实施。为此，就需要执法
部门恪尽职守，倾力确保法律
严格施行。据张茅介绍，“去
年，我们处理的假冒伪劣产品
案件 129 万件，应该说打击力
度还是比较大的。”诚如斯言，
惟有回应公众关切，加强监
管，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犯
罪的造假售假者采取最严格
监管、最严厉处罚，才能最大
程度形成震慑力。

“要加大惩处力度，线上
线下用同一个标准，严格监
管，严厉惩罚。”这一表态回应
了公众呼吁，也是法治精神的
体现。线上线下本就该通用
一个标准，不可顾此失彼，也
不可厚此薄彼。从某种角度
说，由于对线上监管更有难

度，亟须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监
管措施，实现精准打击，释放
出应有的监管效果。

当然，遏制网络假货，无
论平台还是企业都应该负起
责任。网购非法外之地，平台
要负第一责任。这几年，各大
平台都意识到打假的重要性，
并采取措施遏制假货。应该
清醒意识到，网上售假与网下
造假有关，正如有业内人士所
称，虽然线上假货治理取得了
历史性突破，但线下假货生产
源头不根除，全社会的假货问
题绝不会有根本性缓解。故
此，实现源头治理，根本之道
就是追本溯源，围剿并瓦解线
下造假行为，并清除假货生成
的土壤。归根结底，打造社会
的信用系统，让造假售假成为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敢
说‘天下无假’，只能说逐步做
到‘天下少假’，让群众少一份
担心，多一份放心。”张茅的这
一表态，道出了公众心声。自
2014 年起，“打假”已连续 6 年
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依法打击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
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打假在路上，任重道远，当以
更大成效呼应公众期待！

（来源：3 月 11 日《光明日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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