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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堂从一个偏远山村变成网红旅
游景区，得益于铜山城乡融合发展的
大战略。背靠吕梁山脉，前傍黄河故
道，距徐州园博园和方特乐园仅有几
公里，梁堂村的优势资源如何利用？借
着城乡加速融合化和微度假游的东
风，2022 年 8 月，梁堂村被纳入铜山区
乡村振兴项目，道路、房屋外立面、绿
化、污水处理等全面提升。同时，通过
修缮改造、修旧如旧，将 50 套石屋打
造成功能相对完整的 “石屋聚落示范
区”，同时配套餐饮、休闲、文创等设
施，田园变公园，游客纷至沓来，推动
富民强村。
“城乡融合发展，建设 ‘乡比城

美、城比市靓’城乡新面貌”，是铜山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雄心壮志。

在空间布局上，铜山提出“一核一
环五大片区 N 镇” 的战略构想。“一
核”指铜山城区核心区，“一环”为环
城镇区城乡融合发展带。“五大片区”
则各具特色：汉王打造宜居公园城市
先导区，张集围绕方特乐园发展文旅
商贸，吕梁依托园博园建设生态后花
园，铜山经济开发区打造千亿级滨湖
产城，大彭则构建循环经济现代产城。

在铜山东南片区，方特乐园的落地

成为片区发展的引爆点。铜山投入十
几亿元配套基础设施，将张集方特乐
园周边精准定位为文旅商贸居住功能
区，以 6000 亩项目带动 156 平方公里
区域发展。

以张集镇、伊庄镇为中心建设吕
梁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柏油
路、路灯、户厕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
成为乡村标配，11 个行政村 5 万多人
口过上令城里人羡慕的生活。白塔村，
经过治理改造成为泉水潺潺、宁静安
然的“世外桃源”，采摘休闲游鼓起农
民腰包。

微山湖畔柳泉北村的变化更具说
服力：曾经的“空心村”，如今 300 余户
1000 多人吃上“旅游饭”。村民周建军
将渔船改造成观光船：“旺季月入过
万，比打工强多了！”

当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与乡村
的土地、生态、文化形成对流，曾经的
发展 “洼地” 正崛起为城乡融合的
“高地”。

如今，“乡村旅游看铜山” 已成为
徐州文旅的金字招牌之一，推动着城
乡同质同标高品质生活的融合共享。

从“扇面”到“龙头”的跃迁

铜山环抱徐州市区，犹如一把扇子

的巨大扇面，对内是中心城市扩容提
质的战略纵深区、市重大功能项目的
主要承载区，对外则是中心城市向外
辐射延伸带动的桥头堡。

去年，国家层面出台《苏皖鲁豫省
际交界地区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行动
方案》，今年 4 月，徐州市出台区域协
同发展和中心城市建设 65 项重点任务
清单，加快打造 “三中心一枢纽一高
地”。在这一蓝图中，铜山承担着强化
区域辐射带动的战略使命。

铜山早已率先布局，除了建设徐
宿、徐淮等跨省通道实现交通互联，还
实现了生态共治、服务共享，与此同
时，园区共建也搞得风生水起。

走进位于宿徐现代产业园区内的
广识电气公司，生产车间内两米多高
的机器人正在加工 20 公斤重的金属
板，在电脑程序控制下，金属板经过
旋转、弯折、挤压等工序，变身为供应
轨道建设的高压柜板。“总部、研发
留在徐州高新区，加工厂建在这里，
实现产能翻番。而产品再通过徐州高
新区的大成物流园、深国际综合物流
港运往全国各地，跨省合作大大拓展
了我们的发展空间。”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

宿徐现代产业园与徐州高新区连
为一体，打破省界藩篱，协同联动，“研

发在徐州、生产在宿州，总部在徐州、
配套在宿州”的发展格局正加速形成。

随着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
室开放共享，周边三省八市科研团队
纷至沓来。这种辐射力正转化为现实
动能：铜山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连
续三年超 20%，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市
38%。铜山日益成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协
同发展的龙头。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一带
一路” 战略……铜山打破区域界限，
在全球化大海中遨游。在连云港—徐
州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铜山制造的工
程机械配件、食品机械正装箱发往莫
斯科。外贸新秀江苏麦凯圣公司负责
人激动地说：“通过班列出口，运输时
间缩短了 40%。”

今年 1—5 月，铜山全区累计完成
进 出 口 额 25 . 5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 . 16%。

夜幕降临，方特乐园的烟花在铜山
上空绽放，与徐州奥体中心的灯光交
相辉映；地铁施工现场，盾构机的轰鸣
应和着微山湖畔渔家的欢笑；徐州高
新区，钙钛矿电池的微光正照亮新能
源的未来……

当城乡要素如江河之水自由奔涌，
一座中心城市重要城区板块的崛起之
势已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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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徐州的商业街区与居民区冒
出些“特别”的摊位。一些在往日里主
打堂食和宴席的大型酒店、连锁餐厅，
正支起摊子卖快餐。
“餐厅后厨 + 市井摊位”的新奇组

合，成了街头独特风景。餐盘里码着清
爽的素菜拼盘、鲜嫩的番茄炒蛋、油亮
的地三鲜……一旁的几个锅里，热腾腾
的卤味和龙虾的香味扑鼻，刚出笼的包
子、馒头也正冒着热气。

这些熟悉的家常味道，引得市民纷
纷驻足，在摊位前挑选心仪的美食。热
闹的烟火气里，激荡出大小餐馆与市
井需求碰撞的鲜活气息。

从室内到街头：

餐饮业态的创新

7 月 11 日下 6 点左右，“往事徐
州”酒店门口支起了一圈摊位，炒菜、烧
菜、卤味、主食……各种美食的香气在晚
风里交织融合，吸引过路市民驻足。大
家纷纷上前查看价格，了解菜品。喧闹
的人声与食物的热气相遇，在店门前交
织出一片热闹的烟火。

“我们是这个月开始摆摊的，才开
始没几天。”一位正给顾客盛菜的工作
人员笑着说道。她熟练地将菜勺在餐
盒里轻轻一磕，再把冒尖的炒菜压实，
打包好递给顾客。
“菜都是当天现做的，每天下午就

开始备料，傍晚出摊，卖到晚上七八点
收摊。”说话间，她整理下围裙，又转向
下一位顾客：“您要点啥？这菜都是热
乎的、新鲜的，香得很！”她手里的活
儿一直没停，热情劲儿像刚出锅的菜
一样滚烫。

摊位旁支着一块黑板，用粉笔写着
当日菜单，菜品丰富，价格从十余元到
几十元不等。记者注意到，顾客们个个
都是乐呵呵地满载而归。
“好吃！这是我第三回来买了。”一

位阿姨举着餐盒赞道。
“味道真地道，家里人都夸呢！”

“价格实在，就是家常菜的实惠劲儿。”
其他顾客纷纷附和。

市民孙先生的电动车车篮里，几盒
菜品摞得整整齐齐。“这么热的天不想
做饭了，今天买了好几样，凉菜热菜都
有，回家直接开吃！”

这种充满烟火气的热闹，在徐州的

夏日并不罕见。在晴朗谷·1818PARK 商
业街区，路口也支着一长排摊位，结实的
凉伞上写着“苏杭春晓”。

散发着诱人香味的饭菜，在顾客们
的热情购买下，不断减少。工作人员麻利
地打包饭菜，热情地招呼道：“感觉好吃
的话，下次再来啊。”

据了解，这家店也是这个月开始出
摊的，销量不错。

记者走访发现，在各大商业街区，有
些餐厅选择在中午出摊，有些则是中午、
晚上都出摊。

品质与销量：

顾客与餐厅的双赢

酒店、餐厅走上街头摆摊，既是新鲜
的消费场景，也映射着社会生活的变迁。
记者不禁好奇，街头摆摊对餐厅的整体
经营是否有明显助力？
“单论快餐的售卖利润，确实不算

多，主打薄利多销，但名气比以前更响
了。”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张师傅告诉记
者，“顾客吃过我们摊位的盒饭，如果觉
得不错，下次就有可能来店里消费。”

“前两天店里来了桌客人，没看菜
单就直接让我们推荐拿手菜、招牌菜。
还说吃过我们家摆摊的快餐，很对口
味，信得过我们的水平。”他擦了擦手，
“你看，这摊位就像块试金石，口味被认
可了，客人自然就会愿意来店里品尝更
多菜品。”

张师傅的话道出了摆摊的深层价
值，这种经营模式的好处，更体现在买卖
双方的默契里。

这其实是一种双赢。
对顾客而言，大型酒店、连锁餐厅

的厨艺好、口碑好，只是因为菜量和价
格等因素，平日不会经常去。如今花小
钱就能尝到大厨手艺，大家自然乐意
常来。

而店家则通过摆摊拉近了与消费者
的距离，用实惠的价格换来了口碑的传
播。这种双向奔赴的消费场景，让街头烟
火气里多了层温情的联结。

在这些“特别”的摊位上，各色美
食凭借标准化的后厨品质和亲民价
格，把家常味道搬进市井烟火中。这种
尝试，让连锁（大型）餐饮的品质与市
民消费需求碰撞出火花，在街巷间开
辟出新的市场空间。

“高大上”餐厅支摊做起“小买卖”

市民乐享实惠，店家赢了口碑
本报记者 周翔宇

本报讯（记者 张瑾）在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工作中，坐落于贾汪区工
业园岗子村内的元化祠被列为新发
现。该庙宇供奉着三国神医华佗及其
大弟子樊阿，因华佗字元化而得名。元
化祠始建于宋朝，明朝时期达到鼎盛，
现仅存三开间大殿和配殿，其硬山式
石木结构显示出苏北鲁南古建筑的独
特风格。

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在徐州地
区活动频繁，徐州对华佗的纪念庙宇
众多，元化祠便是其中之一。在徐州
至今仍流传这样一个传说，当年华佗
死后，被曹操枭首示众，徒弟樊阿将
首级运回师父长期生活的地方彭城，
在南门外半里安葬，并刻石为碑，永
为祭祀。

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此前在徐州
城乡遍访华祖庙的徐州文史专家于克
南，依据历史记载和田野考察，向记者
详细介绍了华佗与徐州的渊源。

于克南介绍，《后汉书·华佗传》
记载华佗的“漆叶青黏散”药方时，标
明“青黏生于丰、沛、彭城及朝歌”，可
见华佗对徐州很熟悉。明代初期，徐州
把华佗作为“徐州名医”上报朝廷，欲
给他树碑立传、设立祠堂来昭彰他的
德行，徐州现存最早的明正统 《彭城
志》记载“华佗为徐州人”。
“华佗首级葬于徐州，是正史记载

的。”于克南以赵明奇主编《徐州古方
志丛书》中的明正统《彭城志》为证
明，“志书记载华佗墓在城南半里，旧

志云佗沛人善医，因忤曹操旨见杀，首
葬于此。”

于克南介绍，徐州的华祖庙或华
佗庙众多，仅清同治《徐州府志》记
载的就有 11 个，其中铜山在东南西
北建了 4 个，可见徐州人民对华佗的
感情之深。徐州市内曾有 4 座华祖
庙，分别在第八中学、云龙山、堤北、
陈山村。第八中学华祖庙遗留的一尊
明代华佗铜像，如今被陈列在徐州市

中医院门诊大厅中，传承着医者仁心
的精神。

多年来，在对徐州城乡地毯式文
物考察中，于克南发现了许多地方古
方志没有统计的古迹，与华佗有关的
古迹有贾汪区茱萸山的华佗殿、堤北
的华祖庙等。此次贾汪区发现的元化
祠,于克南早年也曾寻访过。

贾汪区有关方面对元化祠残存的
三开间大殿和配殿进行了保护性修

缮，从现场可见其屋顶和门窗都是仿
古新件，正门上方有“华祖殿”的竖
匾，房屋下半部是整齐的石砌墙，扎实
沉稳，院内散落着经过时光磨砺的石
柱础、供桌。

据当地百姓回忆，历经千年风雨
的元化祠先后在明、清两朝经过了重
新修缮，徐州解放后，这里做过仓库，
也办过村小学，最终荒废。2023 年，岗
子村对元化祠进行了简单修缮，陆续
发现石柱、莲花石柱基、石鼓、石碾、残
碑及屋脊砖雕等建筑构件。

于克南表示，元化祠不仅是历史
的见证，也是反映承载建筑和民间信
仰的重要文物，庙内供奉的华佗、樊
阿，反映了当地百姓的信仰和愿望，具
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元化祠遗存。 受访人 于克南 摄

（上接 01 版）在复星医药集团的支
持下，万邦加速产业链延伸———徐州
基地与新沂生产线总投资达 11 亿
元，逐步将中外新药上市时差压缩
至半年。

目前，恩华的中枢神经药物、万
邦的胰岛素等 30 多个产品已占据国
内市场份额第一。从“仿制跟跑”到
“创新领跑”，徐州经开区龙头企业
正重塑产业竞争力。

这些创新成果，恰似一粒粒饱满
的种子，在徐州经开区这片沃土上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它们从细分领域
出发，却凭借卓越的实力和创新成
果，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为徐州
经开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活力。

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徐州经
开 区 医 药 健 康 产 业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11 . 3%。今年上半年，徐州经开区医
药健康产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技术，见真章

产业竞发的背后，是创新的加速度。
在医药健康企业看来，技术创新

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是实现突破的
核心关键。

在细胞治疗领域，其授权专利
“一种靶向 B7H3 共表达 IL-21 的全
人源嵌合抗原受体、iNKT 细胞及其
用途”，荣获中国专利银奖。这是徐
州医科大学首次荣获该奖项，标志着
该校在细胞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实力获得国家级认可。该成
果攻克细胞治疗领域 “卡脖子”难
题，实现通用型 CAR-T 的技术突破，
可使量产成本降低 90%。

在医疗器械领域，技术创新如火
如荼。位于徐州经开区的徐州市科诺
医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经过 4 年多
的技术攻关，其自主研发的皮肤设备
近日成功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认证。
“它没有辐射，是利用 830nm 的

近红外激光在不同皮肤深度进行层
析扫描，从而实现光学断层扫描，连
细胞膜都能清晰看到。”科诺医疗项
目经理杨旭说。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企业研发团
队迎难而上，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
断，率先实现在体反射式共聚焦技术
的国产化替代和产业化生产，填补了

国内行业空白。
为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企业还积

极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合
作。这种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让高
校的科研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相
结合，加速了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
进程。

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徐州经开
区的医药健康企业从未停止脚步，通
过持续技术攻关，开发更具疗效、更
安全的药物和治疗方案，为自身赢得
优势，也推动医药健康产业向更高水
平迈进。

生态，见先机

良好的生态是徐州经开区医药
健康产业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抢占
未来发展先机的关键。在这里，政策、
人才、营商环境共同发力，为医药健
康产业的未来发展埋好伏笔。

在政策方面，徐州经开区打出了
一套针对性强、力度大的“组合拳”。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徐
州经开区充分发挥本地教育资源优
势，与徐州医科大学、徐州医药高等
职业学校、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
深度合作，加强人才培养、住房补贴、
科研资金等一揽子举措，让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用得好。

营商环境的优化，更是让企业感
受到了“经开区速度”和“经开区温
度”。从项目审批到企业运营，徐州
经开区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为
企业解决后顾之忧。
“多亏金山桥街道牵线搭桥，新

项目才能落地，现在我们已着手开
展规划设计了！”大为医疗(江苏 )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盛亚楠说道。去
年 8 月，企业需扩建产线，街道助企
专员多次协调，今年 2 月双方签订
转让协议。

目前，大为医疗已完成产权变更
登记并启动新产线规划建设，建立公
司首个智能医疗器械生产基地，2026
年初投产后产值可达到 3 亿元。

从“被看见”到“被看好”，从
“初露锋芒”到“未来可期”，徐州经
开区以实力作答，在医药健康这片蓝
海中，不仅看见了机遇，更预见了未
来。如今，这片沃土之上，医药健康产
业正拔节生长，向着更高处延伸，长
出无限可能。

向 新 向 智 向 未 来

铜 山 ：“ 融 ” 耀 崛 起

（上接 01 版）

在解决“落脚”问题之外，徐州
还全力织密就业服务网络。为健全
校园招聘、网络招聘、直播招聘“三
位一体”体系，我市持续擦亮“名校
名所行”“徐州人才周” 等引才品
牌，积极发挥市场化人力资源机构
作用，在用人单位与驻徐高校毕业
生间架起高效对接的桥梁，让择业
就业之路更畅通。

对于有创业梦想的毕业生，徐州
同样送上“助推力”。《全面鼓励全
力支持全民创业工作实施意见》落
地生根，以优质的创业培训、贴心的
扶持服务，激励更多青年大胆追梦，
以创业带动就业，让“创响彭城”的
品牌愈发响亮。

从安居的温暖港湾，到就业的精
准对接，再到创业的全周期支持，徐
州正以全方位的服务，让每一位来徐
的追梦者都能感受到尊重与支持，在
这片土地上安心扎根、逐梦成长。

人才政策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日前，在徐州乐贝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见习的王苏顺利领到了 9000 余

元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补贴。这笔补
贴不仅缓解了他见习期间的生活压
力，更让他在实践中提升了就业技
能，坚定了留在徐发展的信心。

这样的政策红利，源于徐州对青
年人才的诚意———“彭城英才计划
20 条”持续发力，对留徐工作的在徐
高校毕业生，给予每月最高 3000 元
生活补贴，以及每月 300 元专项补
贴，政策力度在区域内保持领先。
2024 年，仅市本级及三个主城区，就
为驻徐高校毕业生发放招引补贴千
余人次，总额超 2000 万元。实实在
在的支持，让更多毕业生选择扎根
徐州。

今年以来，徐州进一步升级服务，
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青年知晓政策
红利。简化补贴兑现流程，让“纸上政
策”快速转化为“袋里实惠”，切实提
升人才的政策获得感。更重要的是，
聚焦青年人才在“实习期、择业期、初
创期、成长期、发展期”的不同需求，
动态优化支持政策，逐步构建起全周
期赋能体系。

从见习补贴到长期发展支持，
徐州用精准化、全链条的保障，为大
学生在徐成长成才注入最强动力。

种 好 梧 桐 引 “ 凤 ” 来

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关

键靠“人”。人才始终是支撑力量、是智

慧源泉，必须牢牢树立“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理念，答好“引才”“育才”“用

才”三道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徐州科教资源得天独厚，12所驻

徐高校、近 27万在校大学生，是这座

城市最宝贵的财富，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性资源。把驻徐高校当作“最

佳合伙人”，将高校毕业生留徐就业创

业列为校地融合发展的优先事项，彰

显出徐州对人才的重视。

要让高校毕业生留徐，需多管齐

下。政策上，“彭城英才计划 20条”持

续发力，给予生活补贴、购房券等“真

金白银”的支持，还应进一步优化升

级，满足毕业生在不同阶段的需求；

服务上，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如

“徐青驿站”解决住宿难题，搭建就业

服务网络，提供创业培训与扶持；产

业发展上，围绕“343”创新产业集群，

拓展高质量就业岗位，提升岗位与毕

业生专业的匹配度，提供广阔的职业

发展空间。

此外，还应加强校地合作。高校

依据产业需求调整学科设置、开展科

研项目，让科研成果走出“象牙塔”，

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政府与企业搭

建平台，促进高校与企业的交流合

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

对接。

徐州要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政

策、最好的服务，让驻徐高校毕业生

留得下、发展好，让人才“活水”润

泽徐州高质量发展的“沃土”，实现

人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为高质量好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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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于贾汪的元化祠，见证名医华佗功德

元化祠的供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