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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长三角地区合作交

流”概念首度酝酿提出，长三角一体

化浮出海面，走上历史舞台。当年

春节刚过，本报就首家启动了长三

角特别报道，派出采访小组巡回采

访，并随后推出了“长三角该有怎样

的经济理想”系列组合报道，出版了

《长三角，下一个淘金地》一书。

如今 17 年过去了，在《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实

施一周年之际，长三角一体化建设

不仅成为共识，而且已经树高成

荫。眼下，一切都在强势复苏。6

月初，长三角一市三省主要领导座

谈会将在湖州举办。湖州会议或

将谋划未来一体化发展的大计。

2020 年初夏，长三角一体化

建设有了哪些进展？长三角一体

化的理想实现到什么地步？

从花开一枝到群芳争艳，17年

后，本报记者跟随由中央和一市三

省主流媒体组成的融

合报道团队，再度回

访长三角。

牺牲设计，还是牺牲生态

一个退堤扩湖的妙想保住了水上明月

湖州月亮酒店：
绿色生态理念下的退与进

南太湖整治
带来了金山银山

江南的雨季马上就要来了，南太湖边的喜来登月亮酒店（以下简

称湖州月亮酒店）雨雾氤氲。

70岁的李东民精神矍铄地拿起话筒，熟练地向大家讲起了南太

湖在绿色生态理念下的重生。

这样的故事他已不知讲过几次。皮肤黝黑的他每一次都越说越

响亮，越说越兴奋，目光如炬，闪闪发亮。

“我是这场蝶变的见证者，我想通过讲好南太湖的故事，让更多

人了解这些年这里的变化。”李东民说。

“月亮酒店所在的这个地方，当时是一片荒滩，我到这儿来时桥

都没有。我撑着一条破旧的水泥船，到对面的梅州岛。撑到对面，又

看不到太湖，一片芦苇。打着赤脚，拨开芦苇。当最后芦苇拨开的时

候，我想，这哪是太湖，这是海啊。”1997 年，李东民受命出任总经理

筹建太湖乐园时，没想过这里的景观规划这么超前。

粗放式发展不是难事。太湖山庄与太湖乐园的建成，瞬间给这

里带来了人气和收入。与此同时，为之配套，小梅村人用 24 条大餐

饮船，建起了湖鲜街，名闻遐迩，生意红火。

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时的太湖山庄和乐园不具备排污条件，一

年向太湖直排的污水大概有 5 万吨。沿湖的污水都往太湖里排之

后，太湖水质严重下降。“当年南太湖对面的无锡等地排污比我们还

厉害，虽然我们意识到太湖水环境要守护，但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李东民回忆，这个问题困扰着湖州人。

2006 年 8 月 2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南太湖考察

调研，就南太湖的开发和建设发表了重要讲话。

痛定思痛，一场铁腕治污席卷南太湖。

2007 年至 2016 年间，南太湖累计关闭污染排放不达标企业

500多家，关停太湖沿岸 5 公里范围内“产能落后、治理无望”的企业

34家。南太湖逐步走出了一条保护与开发并重的绿色发展之路。

这些年来，太湖南岸实施了生态修复、岸线综合治理、污染源整

治、渔民居住上岸、基础配套建设五大工程。环境的改善也带来了对

城市旅游业的赋能，带来了金山银山。2018 年，湖州共接待国内外

游客1.17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379亿元。

规划地块位于湖州南部新

城最东端，东临沈庄漾，规划用

地面积约 330 亩。整体包括太

阳酒店、新渔人码头、太阳广场

3 个功能组团。其中太阳酒店

作为地块标志性建筑，形态为一

座球状的 23 层酒店建筑，高度

98 米，可设置客房 500 余间，寓

意“旭日东升、水绕新城”，象征

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展现湖州

新区风貌，体现城市蓬勃发展。

日月相望
湖州还要造太阳酒店

月亮酒店，现在无疑是湖州引以为傲的地标。它独特的

造型已经成为“网红”，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它都是取景框的

焦点。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的话说：“月亮酒店把

湖州的形象提前了10年。”

“一开始我们的定位就是国际化。”盈利并非首要，符合

太湖度假区的战略定位才是关键。”回忆2006年时的决策，

时任度假区旅游发展局局长的李东民说。

于是开发商请来了国际知名建筑大师马岩松操刀设

计，钢结构由承接过北京鸟巢（国家体育场）的精工钢构完

成。没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个设计，却让这个计划投资9

个亿的项目一度遇到了问题。

设计师马岩松，是全世界有名的曲面设计师。一开始

他的设计效果图是设想完全建在太湖之上，建完后给人的

视觉效果就是太湖上的一颗大明珠。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碰到了钉子。

因为2006年起的南太湖整治，长三角区域的太湖流域

为了保护，管理部门有严格要求，开发不能侵占太湖的一寸

水域。“作为引进方，我们马上联系业主，业主连夜跟设计师

商量，有没有可能不侵占水域？”李东民说。

但马岩松的回答很有设计师的坚持：“如果我们没有水

的依托，这个作品就不存在了。”

一面是肩上繁重的招商引资任务，一面是太湖环境保

护治理的红线，李东民似乎遇到了两难。但杭嘉湖平原乃

至长三角区域的人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海纳百川、疏浚内

化的基因。

一个“大禹式”的方案跳出脑海：为何不把酒店建在陆地

上，然后在地面上挖出一片水域，跟太湖联通。这样既可以

不侵占太湖的水域，又可以保住水上明月的妙想。

李东民马上带人测算，“地面挖掉有30多亩，按当时的

价值估算，将近 1500 多万元的钱要扔在水里，但是最终拍

板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干’。”

月亮酒店工程建设中还发生一个波折。在设计中，酒店

大量运用玻璃作为外墙装饰，但第一批玻璃运到后发现，普通

钢化玻璃由于含杂质较多，在远处会呈现为绿色。

要不要全部更换成纯度更高的超白玻璃？如果更换，

就要更换原有的玻璃模具。再三考虑后，开发商还是做出

了决定：换！就这样，一来二去损失超过千万元，也最终让

月亮酒店没变成“绿月亮”。

尽管整个工程难度很大，但酒店施工方未向太湖排放

一滴污水。

一个太湖，连接浙江江苏。南太湖的崛起，大大提升了

湖州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仅拉平南北岸的城市能级，也充

满了南太湖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考与探索。长三角

因湖而共兴的理想，正愈来愈得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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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理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