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0 日至 4 月 16 日，2023 中国·濮院
时装周华丽登场。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时装周放在了
桐乡市濮院时尚古镇景区。这是濮院时尚
古镇在 3 月初开放运营以来的第一场大型
活动，我们看到了一座古镇和时尚产业的

“双向奔赴”。
大秀背后，我们更关注这个全新的“舞

台”。历经 9 年的保护性开发，濮院时尚古
镇将如何茁壮成长？

古镇焕新

走进濮院时尚古镇，石桥倒映水面，亭
台鳞次栉比，古银杏依旧挺拔，民居小巷处
处可见江南韵味。

濮院，距离乌镇景区只有 20 分钟路程，
早在保护开发之初就备受关注。

同样是由顶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向宏操刀，人们心中藏着一个疑问——濮
院，会是下一个乌镇吗？

有人说，濮院是乌镇景区成功后的复
制，做得更精致、范围更大；也有人说，濮院
是乌镇景区的迭代，从一开始露面，就可以
看出“古镇+”的特色文化产业小镇追求和

“文旅融合，产业共进”的古镇发展新模式。
这里有历史——濮院旧称“幽湖”“梅

泾”，是明清时期江南五大名镇之一，以生产
精美绝伦的“濮丝”名扬天下。这里有着近
900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兴盛、人才辈出。

这里有产业——改革开放后，依托传统

织造业的优势，濮院一举成为年成交额破千
亿的“中国毛衫第一市”——全世界每十件
羊毛衫中，就有 7 件来自濮院。全球客商、
设计师团队、著名服装品牌纷纷涌入濮院，
让濮院实现从“羊毛衫名镇”到“中国时尚第
一镇”的升级。

2014 年，濮院古镇项目启动，面积是
乌镇景区的 3 倍，计划将濮院打造为“中国
时尚古镇”。在濮院“壳”的打造上，规划建
设团队用“历史街区再利用”的思路，对整
个古镇区的民居、街道、河流、桥梁等进行
了梳理，并进行保护性修复和改造复建。
同行的桐乡市濮院金翔云旅游投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钱程翔告诉记者，整个古镇整
体建筑风貌是以南宋时期的唐宋建筑风格
为主，“我们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古镇风貌。”

“既生乌，何生濮”，总规划设计师陈向
宏在濮院项目启动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显然，这位亲历乌镇 20 余年涅槃之变的策
划者胸有成竹，他的顶层设计逻辑就是“壳”
与“内容”再次创新衍生组合。

底气何来

4 月 10 日，当夜幕降临，古色古香的福
善寺内上演了一场名为“新生”的数字大
秀。电子音乐、科技和艺术在古朴的环境中
不断碰撞。

刚接手这个项目时，数字秀总导演刘方是
懵的，“场地太大了，约有两万多平方米。”为
此，他邀请德国设计师一同将数字科技感注入
时尚古镇，在秀场内设计了20余块电子屏幕，
创造性地把虚拟数字模特与真人模特置于同
一个秀场中，营造未来科技感。

刘方说：“大秀主题叫作‘新生’。我们
在春天迎来了濮院时装周，这是一个全新的
开始，希望把年轻、时尚的生活方式带给全
国的朋友。”

本届时装周上，14 家多元化品牌，6 位
音乐、舞蹈领域艺术家，2 场时尚·跨界艺术
表演相继亮相，还将上演 6 场设计师品牌
秀、6场本地企业秀，举办第十五届国际时尚
色彩大会暨第二届银点奖颁奖典礼。其间，
超 10 场论坛交流与商贸活动将举行，共商
毛针织行业内创意、科技、生态和谐共生的
新格局与新路径。

时尚，成为濮院主打的一张牌。
作为中国产业规模最大、集聚度最高的

毛针织服装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自 2017
年濮院时尚周开办以来，濮院通过举办时尚
发布、展览展示、专业论坛和商贸活动，提升
了当地时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今年，活动名从“濮院时尚周”改为“濮
院时装周”。在濮院镇党委副书记、濮院羊
毛衫市场党委书记李勇看来，濮院举办时装
周是有底气的，最大的底气就是产业支撑。

如今的濮院，从“不产一根羊毛”到发展
成千亿级毛衫市场，从“马路市场”到建成时
尚中心、世贸大厦等 20 个实体交易区；以濮
院毛衫为核心的桐乡现代纺织与服装产业
集群，2022年规上工业实现营收1059亿元。

碰撞融合

漫步在濮院时尚古镇，记者发现，街面
风景除了传统的小桥流水，更加注重街道纵
横的格局；建筑风格浑然天成、蔚然一体，少
却一些温婉，多了严谨和大气；建筑面并没

有遵循统一的古旧样式，一些设计现代的建
筑也惊鸿一现；一个个穿着时髦、妆容精致
的年轻人，走在古桥边、青瓦下，非但不突
兀，反而擦出了古典与现代相融的火花。濮
院时尚古镇副总裁鲍龙说，有别于传统水乡
古镇的“小桥流水人家，吃饭拍照打卡”，濮
院能提供更鲜明的文化名片和更多元化的
生活方式体验。

毗邻中国最大的羊毛衫产业基地和集
散中心，这是多数古镇都不具备的资源。同
时，这个基地当下正在向“时尚化、国际化”
迅速转型，众多独立设计师品牌、工作室坐
落于此。

它是潮流的——多元化的时尚文化碰撞
将成为这个小镇的魅力来源。古镇在业态规
划上注重链接濮院市场和产业，积极引进时
尚首店、首秀，承接时尚展会活动等。未来，
这里会是最新最顶级的秀场、热闹的潮玩市
场，还有电子音乐、直播等各种年轻的业态。

它是闲适的——在这里，可以早晨在大
街逛逛，吃油条、喝早茶，中午喝喝小酒，晚
上听一场评弹，尽享度假的快乐。

如今的濮院，已经铺展好一方空白画
布，正待时尚产业从业者用自己的创意，为
它涂鸦上无限可能。

当然，一个生机盎然的小镇，从来不可
能只是按部就班把图纸实体化那么简单，它
是规划者、在其间生活工作的人和游客的互
相成就和成熟合作。正如陈向宏在推荐濮
院时装周时所说：“成功的文旅小镇品牌，均
是一场场、一处处、一天天这样的活动累积
和赋能的。”

未来，濮院能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拭
目以待。

桐乡这座古镇历经桐乡这座古镇历经 99 年保护性开发后闪亮登场年保护性开发后闪亮登场

濮院濮院，，只是下一个乌镇吗只是下一个乌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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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戚祥浩 通讯员 周树慧）
有人发布鹿城最新招商政策，有人传递最新
海外投资机会，有人分享鹿城企业最新合作
意向⋯⋯连日来，来自海内外的各种讯息，
不停地在温州鹿城新组建的“地瓜经济使
者”工作群碰撞。

作为全省重点侨乡，鹿城有海外华侨
8.87 万人、归侨侨眷 5.2 万人，分布在 133 个
国家和地区经商创业。如何盘活侨资源并

精准赋能地区经济发展，一直是全国侨资源
丰富地区着力破解的重点和难点。

鹿城破题之举在于开启“藤蔓全球”计
划，一方面，筛选有一定影响力、有较强社会
活动能力、关心支持鹿城经济建设的侨领、
侨商代表，聘任其为“地瓜经济使者”，助力
内外资源的衔接和盘活；另一方面，打造海
外侨商经贸服务共同体，集结市、区相关单
位力量，为鹿城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提供

服务和支持。
“不少鹿城企业面对完全陌生的海外

市场，往往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处着手。
与此同时，一些海外侨胞返乡投资也为如何
寻找好项目苦恼。”鹿城区委统战部副部
长 、侨 办 主 任 陈 琳 告 诉 记 者 ，鹿 城 开 启

“藤蔓全球”计划，主要目的正是为了搭
建 海 内 外 交 流 合 作 桥 梁 ，精 准 赋 能 地 区
发展。

自 3 月底首批 11 名“地瓜经济使者”上
任以来，有人主动宣传推介鹿城重点产业、
资源禀赋、投资环境和招商政策，有人邀请

境内外投资机构和知名企业到鹿城参观考
察，有人协助组织鹿城企业参加境内外各类
经贸活动⋯⋯而海外侨商经贸服务共同体
内，则专门建立了联络员制度，定期开展国
际经贸形势研判、政策交流、企业恳谈，集成
服务输出。

通过“地瓜经济使者”牵线搭桥，近期，
浙江洲一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捷成功揽
获 6000 万元订单。眼下，他还着手对德国
一家公司开展全资收购洽谈，海外侨商经贸
服务共同体的服务支持，为他解开了许多政
策上的疑惑。

鹿城“藤蔓全球”计划搭建海内外交流合作新桥梁

“地瓜经济使者”，带来6000万元订单
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大力推进“一号工程”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大力推进“一号工程”

本报讯（记者 孙良 共享联盟·上虞 张汉锋 通讯员 郭怡勰）
4 月 12 日，首届香港国际创科展开幕，并同步举办香港国际春
季灯饰展。借着这股东风，绍兴市上虞区29家照明企业抱团赴
港参展抢商机，拉开了以“‘地瓜’赋新能，抱团‘返世界’”为主题
的上虞区领航外贸企业强能拓单暨 2023 年赴香港抱团参展活
动序幕。

展会首日，29 家参展照明企业接待意向新老客商约 700 余
人次，达成贸易合作意向约1000万美元。其中，阳光照明、美科
电器、普日照明等企业均在当天收获实际订单。

上虞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照明灯具是上虞最主
要的出口块状经济和特色产业，年均出口近 50 亿元。接下来，
上虞 120 余家重点外贸企业将搭乘展会“快车”，分赴粤港澳大
湾区，开启外贸发展加速度。

今年以来，上虞积极贯彻落实省市“千团万企”“十业百团千
企”拓市攻坚行动，在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
干政策》基础上，叠加出台“抢单拓市”专项政策，围绕支持企业
做大做强对外贸易、鼓励发展贸易新业态、加大“走出去”支持力
度、加大外资和内资利用支持等方面，小到境外开展商务活动机
票补助，大到引擎性项目引入奖补等，给予一系列政策优惠，助
推“上虞制造”品牌出海，提质增效激发外贸新动能。今年1至2
月，上虞进出口额达 70.6 亿元，同比增长 15.6%，其中出口总额
为63.6亿元，增速达20%。

上虞照明企业集体赴港参展

抱团走出去，抢抓新商机

本报讯 （记者 王凯艺 通讯员 刘彤 蒋敬东） 一边是有需
求的企业寻寻觅觅，却找不到适合的数字化应用；一边是供应商
空有“高精尖”的数字产品，却苦于缺乏应用案例推广受阻。为
打破供需不匹配的痛点，宁波近日发布了“十景百品千项”行动
方案，围绕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智慧农业、数智金融、数字安全
等 10 余个经典场景，发布逾百项优质数字产品，全年开展一系
列专场对接活动，惠及逾千家企业。

“当前智慧教育面临的最大痛点，就是缺乏可靠的终端设
备。”4 月 11 日，在“十景百品千项”行动的首场智慧教育专场
对接会上，中科美时美课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手
举一款智慧卡产品进行现场推介。这款校园智慧卡已接到市
外多家学校的采购订单，实属“墙内开花墙外香”。“好口碑背
后是公司多年的技术研发和扎根教育领域的经验积累。”该负
责人称，依托该活动平台，这款新产品有望在宁波找到更多用
武之地。

经前期征集和梳理，宁波首批数字化能力清单也在线上同
步发布，累计集纳了 15 大类 206 个产品（服务）。记者看到，清
单不仅有针对传统企业数字化改造痛点的优秀案例，还有提升
农业生产全产业链数字化水平的典型应用，更有不少智慧交通、
智慧港航、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的创新产品。日后，企业
可随时登录宁波云上软件公共服务平台，搜索供应商发布的产
品及相关供给信息。

“我们希望通过该行动，提升数字产品的供给能力，挖掘丰
富的应用场景，促数字服务优化共享，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的内
生动力。”宁波市数字经济局主要负责人介绍。“这一行动有助于
提高新型数字产品渗透力和覆盖面，让高科技不再‘高冷’。”宁
波美象科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鲍亚乾告诉记者，通
过现场对接多家学校、企业的应用需求及场景，目标客户进一步
明确，也避免了“大海捞针”。

宁波发布行动方案推动技术供需对接

为数字产品找婆家
宁波发布行动方案推动技术供需对接

为数字产品找婆家

本报上海 4 月 12 日电 （记者 顾雨婷 共享联盟·嘉善
唐芳园 宋依依） 12 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下
称“示范区”）联合招商对接会在上海青浦举行，像这样跨区域
联合招商的模式，在示范区尚属首次。会上，总投资 154 亿元
的 9 个项目签约，另有 3 个重点项目揭牌，涉及数字经济、创新
经济等多个领域。

一众项目中，通讯电子和新能源项目居多，如专注锂离子
电池研发的兰钧新能源研究院、聚焦构建数字经济创新链的
长三角数字干线西岑科创园、瞄准智慧海洋战略的江苏省海
洋信息技术与装备创新中心、助力东数西算的中国电信嘉善
算力中心等。

“‘招商一张牌’，体现了示范区一体化制度创新和业界共
治理念。”示范区执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招商对接活动
结合了示范区两区一县区域发展的定位，搭建产业协同招商
平台，联合招商引资。“我们正以数字经济为牵引，打造通讯电
子、新能源两大千亿产业集群。”嘉善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李
志杰说，这场对接会的产业定位与嘉善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
无缝衔接。

对接会上，一批示范区开发者联盟成员单位分享了重点
领域投资意向及案例，生态绿色是众多联盟单位关注的重点。

当天，示范区还启动了跨域党建助力联合招商行动。示
范区执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行动，将服务推进示范
区跨区域联合招商，打造跨区域、跨行业的产业协同共同体，
协力提升跨省域产业链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

长三角示范区首次跨区域联合招商

招引项目，也要一体化

4月12日，2023年“之江同心·浙丽石榴红”丽水市莲都区第十七
届畲族文化活动在碧湖镇郎奇村举行。当天，山歌对唱、畲族婚嫁、凤
凰旗袍秀、文艺晚会等环节上演，近两万名畲汉群众齐聚一堂，共享畲
族文化盛宴。图为畲族新娘在吃“上轿饭”。

本报记者 杨世丹 通讯员 雷爱明 王燕 任斌 文/摄

连日来，杭温铁路仙居县田市镇境内施工现场机声隆隆，作业稳步推进。杭温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长三角高速铁路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拍友 陈月明 摄机声隆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