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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与新融合共生

桐乡市崇福镇桐乡市崇福镇：：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千年古城复兴进程中的千年古城复兴
朱 言 张利清 王 莺

复兴一座古城，就是唤醒一段历
史，也是留住一处家园。

在浙江，一场千年古城复兴行动，
迈入了第三个年头。大运河流淌而来，
运河文脉与宋韵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
为这片土地打上了独特的时空标识。
2021年2月，崇德古城被列入浙江省第
一批千年古城复兴试点建设名单。

崇福，古称语溪，有着 1020 年的建
县史，是崇福被称为千年古城的底蕴所
在。南宋时期，这里是京畿重地，人才
集聚、经济繁荣，本土与外来文化在此
碰撞交融，形成了崇福别具特色的宋韵
文化。

今天，城池和街巷肌理，一点点重

新梳理；宅院、石碑和古井，一处处重见
天日；百姓改善民生的愿望，变为现实；
老故事和新业态，正在融合⋯⋯

崇福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立体规
划古城风貌，崇福运河文化历史街区保
护整治项目一期完成横街改造提升，修
复了永丰当、颐志堂、承志堂、吴滔故
居、待雪楼等文化标志性建筑，并同步
推进崇德孔庙、司马高桥等文保修缮工
作，打造具有崇福辨识度的标志性宋韵
文化品牌，建设区域宋韵文旅地标，传
承古镇文脉，重现横街风华。

同时，崇福不断完善古城业态，坚
持传承文脉和丰富业态两手抓，积极
导入“老建筑+新消费”“原场景+新体

验”等新业态新场景，打造了集文化传
承、体验、培训、购物、旅游为一体的历
史文化街区，积极释放崇德千年古城
活力。

“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当下，我们希望古城复兴既能
成为历史文化保护和发展的符号，也能
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百姓宜居宜业的样
本。”崇福镇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崇福镇加快推进“千年古
城 宋韵崇福”建设，实施文化引领工
程、文化传承工程、文化服务工程、文化
传播工程、文化创新工程。

宋韵生活节、宋韵戏剧、非遗集市、
端午民俗风情活动、上元灯节、七夕宋
服节⋯⋯通过以文化风雅内化宋韵之
韵，崇福塑造了“宋韵崇福·十二雅韵”
宋韵文化品牌，形成了“礼学、珠玉、风
物、艺文”四大主题雅集，开展了各类节
庆特色文化传承工作，形成崇福宋韵文
化挖掘、保护、提升、研究、传承的工作
体系。

通过开展文化雅集系列活动，崇德
古城逐步实现以文塑韵、以文化人、以
文筑城。

“一方面，我们以涵盖各年龄段的
文化雅集活动，丰富德育、美育体系，培
养一批新时代文化‘新人’，让‘崇文厚
德’城市精神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立足
古城复兴承托文化发展，并以文化发展
反哺城市建设，将文化风雅融入城市发
展的各个角落。”该负责人介绍。

崇福镇今年的端午民俗风情活动
开幕式上，发布了两只可爱的端午吉祥

物“崇虎”。除了“崇虎”外，崇福镇还设
计创作了差旅好梦、宋韵盲盒、五彩绳
等一系列文创产品，深受市民和游客的
喜爱。其实，这些只是崇福节庆文化IP
的一个缩影。

“风貌综合保护、生活品质改善、文
化挖掘传承、产业更新发展，每项任务
都不轻松。这是一件久久为功的事。”
该负责人表示。古城复兴是浙江在新
时代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
重塑人们家园认同和文化自信的举措，
任重而道远。

以“文化”之力 复兴一座“城”以“文化”之力 复兴一座“城”

当千年古城决心复兴，找寻的就不
只是对辉煌往昔的复刻，而是向内深
挖、向外开拓的新机遇。融杭创新发展
就是崇福要做的新“文章”。

这些年来，崇福镇把握融杭战略机
遇，以“2+2+X”产业体系为标准，“逼
迫”自己在发展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转
型升级。随着多年的积淀与发展，崇
福，这个曾经以皮草而闻名的古城，正
加速转变成一座以复合新材料、数字装
备制造为核心的科技新城。

“崇福科技城的成立是我们深入践
行三个‘一号工程’的更高起点。”崇福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建成科技城后，崇
福镇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孵化器—加
速器—产业化基地”的全产业链产业园
区产品体系，推动区域产业集聚发展。

早在三年前，崇福镇、浙江联洋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武汉理工大
学联合开办的桐乡市前沿新材料研究
院便在崇福破壳而出，犹如筑了一个
美巢，不断吸引着这一领域的专家、学
者前来，搞科研、破难题、促生产，为当
地的新材料产业发展注入了新鲜的力
量。

尝到了科技创新带来的“甜头”以
后，崇福镇再次选择主动出击，在去年
一口气打造了武汉创新中心、崇福融杭
创新中心两个科创飞地，通过创新推出

“研发在飞地，生产在崇福”模式，形成
武汉、杭州两地产业成果转化在崇福落
地的联动机制；此外，还连续多年承办
全国复合材料年会，这是目前国内复合
材料领域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科技推
广会议，引得一大批优质新材料项目落
地崇福。

锚定科技创新布局谋篇。浙江工
商大学长三角人工智能研究院签约落
地，建成武汉理工科创社区、融杭前沿
材料产业园超 25 万平方米创业空间，
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 31 家⋯⋯如今，走进崇福，我们
可以看到，一个个科创平台在此火热运
转，有效形成了崇福产业链创新链的生
态圈，助推“科创”在崇福不断升温。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今年上半年，
崇福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09 亿元，
同比增长 5.2%。在这当中，4.85 亿元
投向了数字经济领域，4.89 亿元投向了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项 目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38%和56.9%。
当然，传统制造业是崇福的基础和

优势，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
在调结构、优产业中，传统产业升级提
质也是一道必答题。

所以人们看到，在浙江中辉皮草有
限公司生活馆内，不同材质、不同品类
与整皮服饰一道成为该企业的主打产
品。不少皮草企业也开始拓展线上销

售渠道，探索跨境电商领域，寻求市场
的转型点。

崇福，过去是买皮草的好去处，但
现在以及未来，更是一个搞产业、干事
业的好地方。

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换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今天
的崇福，正在全面开创从“杭州东”到

“东杭州”的发展新阶段。

以“科技”为名 再创一座“城”

复兴古城，不是简简单单留下文化
和历史遗存就好了，它是一项复杂而庞
大的系统工程，要把几十年来城镇发展
的短板补上，文化要传承，产业要更新，
生活品质也要改善，从而提升老百姓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崇福人的幸福生活从“美”开始具
象化，从横街出发，崇福全力推进两年

“双攻坚”行动，有序实施景卫大道等
道路景观提升，世纪大道入城口风貌
整治提升上了《浙江省 5G 数字特型塔
风貌整治提升导则》封面。此外，桐乡
崇福—凤鸣“薪承宋韵”县域风貌区还
入选浙江省 2023 年度城乡风貌样板

区试点建设名单。
由表及里，崇福交出“教育”“医疗”

双答卷,不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今年 8 月，崇福实验小学的新校区

投入使用，大型报告厅、室内风雨操场、
舞蹈房、音乐小剧场、劳动专用教室等
一应俱全，还高标准配套建设了“城市
书房”，打造出一所具有宋韵古典美的
现代化学校。在崇福，有桐乡规模最大
的中心幼儿园、桐乡成绩优异的小学教
育集团、桐乡唯一的镇级高中“桐乡二
中”，教育质量提升，生动体现了崇福教
育优质化发展的有为路径。

今年 8 月，桐乡市第二人民医院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正式签
约合作，浙大二院协作医院落地崇福，
以人才、技术、重点专科为核心，助力崇
福医疗建设，让崇福百姓从“病有所医”
到“病有良医”，享受到家门口的省级优
质医疗资源；全镇 29 个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全覆盖，推进“惠老助餐”，还有棋
牌室、电视室、阅览室、排练厅等娱乐设
施，实现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稳稳托起
老年人的幸福“夕阳红”。

与此同时，崇福打造最“嘉”营商环
境,让“软实力”发展成“硬支撑”。

“企业只要做好‘围墙内’的事，‘围
墙外’的事由政府统一包办。比如，崇
福升级推出了‘崇心宋福’——崇福科
技城 3.0 平台，以数字化赋能，实现了

‘服务’在线预约上门、‘反馈’大数据汇
总分类、‘解决’指向性统一交办，让政
策宣传、信息收集、问题解决等工作变
得更高效。”崇福镇经发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

经过 4 轮 12 年的小城市培育以及
两年的千年古城复兴建设，崇福全新的
镇域发展格局已全面打开。向内找寻，
向外拥抱，未来，崇福将成为运河沿线

“与杭同城”的品质小城市，诉说千年古
城如何谱写镇域现代化新实践的美丽
新篇。

以“幸福”为题 绘好一座“城”

（本版图片由崇福镇人民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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