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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彦） 2023 年 12 月 27 日，浙江日报《一
线调查》栏目刊发报道《莫让电杆拉线变成行人“绊马索”》，反
映丽水市一些电杆拉线占据人行道的情况。报道引起丽水市
供电部门高度重视。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丽水市供电部门组织人员对辖区内
存在问题的斜拉线和“三线”搭挂现象及时进行摸排汇总，并
组织人员施工作业，及时清理。

1 月 2 日，新年上班第一天。上午 9 时许，丽水城区庆春
街与北苑路路口，施工人员在电杆附近拉起了警戒线，清理非
机动车道上的拉线。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作业，该拉线被移除。家在附近小区、
每天都要经过此处的市民胡小姐，看着清理后的人行道点赞：

“家门口的路好走了。”
据丽水市供电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 12 月 28 日

起，他们就启动了集中清理整治工作，经过摸排，在紫金路、城北
街、丽阳街等多处发现问题拉线，对产权在供电部门且能够立
即整改的电杆拉线，及时进行了拆除和维护，目前已拆除3处拉
线。根据前期摸排的清单，下一阶段计划先行拆除东港路（丽
青路至长林路）的架空线路及拉线。

由于大部分的电杆还处于使用状态，拆除拉线会有安全
隐患，为此，丽水市供电部门在城区开展了拉线特巡工作，对
破损或遗失的拉线保护套、防撞标志进行更换。截至今日，已
更换和维护拉线25处。

对产权涉及多方运营单位的问题拉线和废弃电杆，供电
部门也在积极与电信、移动和联通等运营单位进行沟通，希望
能够尽快治理，还市民一个清爽“天际线”。

丽水市供电部门表示，接下去将继续推进电杆拉线和“三
线”搭挂问题整治工作，与市政管理部门做好对接，积极推动
电杆整治、电缆下地工作，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
市环境。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报道指出的大洋路与丽青路交叉路
口的废弃电杆斜拉线，丽水电信公司也已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下午拆除。

据丽水电信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立即启动城市文
明建设隐患处理整改机制，对域内线路进行巡查巡检，对目
前存在的人行道拉线更新安装反光警示管，并建立隐患台
账，逐一安排整改，公司还将主动与各运营商沟通，对电杆上
所属产权的线路进行迁移，以确保拆除时的通信畅通和
安全。

丽水开展电杆拉线清理整治行动

家门口的路好走了

报道反馈报道反馈

有人说，在这个欧洲国家，华人适应度
100%。亲身体验一番，此言实属不为过。

这是华商最集中、华人圈最多的欧洲国
家之一，华人总数超 6 万，有 5 所孔子学院，
发行中文报刊，开设中文、当地语言的双语学
校，这在整个欧洲都非常罕见。

这个遥远的国度，就是匈牙利。它处于
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曾是古代“丝绸之路”
上重要的贸易中转站，也是中国人沿“丝绸之
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

在匈牙利，华人如此多，适应度如此高，一
是归功于当地友好且宜居的环境，另一个重要
原因，则是共建“一带一路”牵起了两国的民
心，让人们彼此心意相通，命运紧紧相连。

进入欧罗巴的第一站

在布达佩斯城区，穿梭于欧亚市场，连绵
的商铺望不到尽头，狭长的广场走廊，小商品
铺满货架和地面，只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
拉着小车的匈牙利人，遇到你会热情地打招
呼：“Hello China！”

玩具、彩灯、小家电⋯⋯花样繁多的商
品，贴着中英文标签，大多来自义乌、广州、东
莞。周围是熟悉的亚洲面孔，就好像置身中
国，这里是匈牙利华商最集中的市场之一。

“这里就和义乌小商品市场一个样。”匈
牙利丽水商会会长徐忠南说，欧亚市场是整
个中东欧的货品集散地，也是中国货进入欧
洲的第一站。商品大多来自中国，经过匈牙
利中转，再发往欧洲各地。

浙江人在这儿的创业故事，几乎与匈牙
利的华人历史一样长。

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匈牙利对
华开放海关，当时有过免签政策，很多华人在
此时进入匈牙利。

徐忠南说，最初这里叫四虎市场，是一个
很大的露天市场。原本是一片荒地，华人很
聪明，发现这里能做生意，就风吹日晒地摆
摊，当时连厕所和厨房都没有。

那时候，小商品很稀缺，周边国家的人要
来“跨国抢货”。早上市场大门还没开，大家
就堵在门口，一车车的人像旅游团一样过
来。东西一旦摆上桌，立刻就被抢空。徐忠
南说，大家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挣来的。

很快，四虎市场成了中东欧最大的贸易
集散地，吸引大量的华商，还有越南、阿拉伯
地区和匈牙利周边国家的商人。后来，华人
建起了新的市场，有了遮风避雨的场地。

回忆起艰辛岁月，匈牙利丽水商会秘书

长季红莲很感慨，自己 20 岁出头时出国，开
始懵懂地学做生意，在这里成家立业、结婚生
子，那时没有购物商场，买个结婚戒指都找不
到地方。

季红莲在匈牙利生活了30年，做着礼品
生意，小商品 90%来自义乌，她每年回两三
次义乌，每趟采购十几个集装箱，运到匈牙
利。每逢当地节日，周边的斯洛伐克人、捷克
人、塞尔维亚人都会过来采购。

“这个市场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它的地理
位置好，匈牙利是欧洲交通枢纽，像一个欧洲
的桥头堡，大家来这里进货，就像在城市与城
市之间走动，非常方便。”季红莲说。

季红莲的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会说流
利的中文和匈牙利语，在罗兰大学读书。她
每年都会带孩子回祖国，参加华侨寻根之旅。

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季红莲有切身感
触，因为中匈关系特别好，尤其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这儿的经商环境越来越好。

闯荡30年的生意经

从做小商品、小生意发家，到各行各业全
面开花，在匈牙利的浙商，几乎与全球浙商的
轨迹同频：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壮大，融入当
地发展。

在布达佩斯众多古建筑之间，一栋气派
的现代化大楼格外显眼。在宽阔的大平层
里，崭新的商铺和办公间已装修完工，静静地
等待人们光临。

为了建成这栋商业大楼，匈牙利青田同
乡会执行会长叶小荣付出了多年心血，他指
了指瓷砖、沙发、桌椅、灯具说：“这些都来自
我的公司。”从大楼设计到建材，再到招商引
资，他都亲力亲为。

1999 年，叶小荣从青田大山里走出来，
要先步行5公里，到大马路上找车，再漂洋过
海来到匈牙利。他是村里第一个出国做生意
的，其他大多数人在国内打工务农。

生意做成了，叶小荣就带了几个老乡过
来，把公司做大，后来老乡们又带来了亲友。
他们做过服装、建材，做过电商平台，又做起
商业地产，如今叶小荣已有36家公司。

靠着一个带一个，他们牵出了一个“老乡
会”。叶小荣颇为自豪地说，当时村里总共
800 多人，现在有 300 多人在他公司，分布在
匈牙利、波兰，以及国内的广州、佛山、义乌
等地。

如今，他的富力购物广场即将开业，这是
个集商铺和写字楼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拼

多多、阿里巴巴等中资企业即将入驻。
近年来，许多中国大公司在匈牙利建厂

设公司，宁德时代、华为、中兴，为什么会看中
这里？叶小荣解释，整个东欧版图里，匈牙利
几乎处于最中心的位置，物流发达，人工成本
相对低，税费、土地成本也低。

当然，大环境也是企业很看重的因素。
叶小荣觉得，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中匈关
系越来越好，“当地人很友善，我们在这里做
生意，感觉自己不是外地人，而是当地人。”

这三十多年，匈牙利华商越来越多，传统
的贸易行当竞争激烈，浙商也在不断寻找
蓝海。

“我不做批发，不做贸易，我就想做点差
异化的产业，做生产、搞研发、做高科技。我
也想为当地做点事，为百姓提供就业机会。”
匈牙利欧侨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詹晓荣告诉
记者。

1991 年，詹晓荣来到匈牙利。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他创建了匈牙利欧侨实
业公司，主动投身“一带一路”落地项目建设。

在匈牙利，有个百年历史的伊卡鲁斯工
业园，伊卡鲁斯曾是一个享誉全球的汽车老
牌子，但工业园已荒废近十年，厂房破败萧
条，企业负债累累。

2019年，具有敏锐商业眼光的詹晓荣看
到这个园区时，立马作出大胆决定——收购
园区，要将它改建成集现代产业园区和文化
交流中心于一体的综合园区。

如今，园区面貌焕然一新，现代化厂房林
立 ，占 地 30 多 万 平 方 米 ，房 屋 近 20 万 平
方米。

重整后，这个“匈牙利欧侨科技产业园
区”主要为汽车制造、科技制造以及贸易、物
流、仓储等提供平台。近几年，国内一些汽车
配件、新能源公司，也在这里落户。如今有
150 多家企业入驻，主要来自欧盟国家，约
10%来自中国。

“要在海外发展，必须要融入当地，更要
民心相通。”詹晓荣特别注重与当地百姓的交
流，他在当地举办伊卡鲁斯纪念日，为老百姓
提供公共活动空间，开设文化展览，受到当地
百姓的热烈欢迎。

东西方往来的2.0版

展望共建“一带一路”下一个十年，东西
方会有怎样的往来？我们在匈牙利找到了一
些答案。

在唐人街東昇广场的正武国际武术中

心，处处是熟悉的传统中式建筑风格。武术
中心设有一个茶室，摆着文竹和古筝，穿过一
个拱形门，就是太极练习室，墙上挂满了
奖牌。

在这里，潮新闻记者偶遇了一位匈牙利
的太极拳高手，她最近刚刚斩获欧洲锦标赛
的太极拳亚军。她一头白发、一袭长袍，为我
们展示了一套太极拳，动作优雅、行云流水。

她叫 Kata，中文名叫高道，在这里学习
太极，师承一位中国老师。

“太极就像一面镜子，让我看见了我自
己。”高道热衷中国文化，不仅练习太极拳，还
喜欢饮茶和中国书法，她欣赏中国文化里的
美感，“正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太极也永无
止境。”

其实，整个東昇广场都是浙籍侨商陈中一
一手创办的。“我想做唐人街的 2.0 版，不仅
有中国餐馆，卖中国商品，更要输出中国文
化。”他说。

在匈牙利旅居多年，陈中一发现这儿的
人喜欢中国文化，对太极尤其感兴趣。于是，
他请来了中国国家级专业运动员当老师，建
起太极武术中心，面向当地人和华人开课，不
仅教太极拳，还请他们喝茶，听中式音乐。

如今，这里成了一个中国文化角，有200
多名会员，老人、小孩都有，大多是匈牙利
人。“我们这儿已经出了匈牙利冠军、欧洲锦
标赛冠亚军，还蝉联10次匈牙利的太极拳冠
军。”陈中一说。

在布达佩斯的另一隅，有一个布达佩斯
中国文化中心，是推介中国文化的官方机
构。它旨在帮助匈牙利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
文化和旅游资源，促进中匈文化的交流和
友谊。

中文、汉服、茶文化、丝绸文化⋯⋯在布
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的牵线搭桥下，这里上
演了许多精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最近，一场

“丝路绮粲—中国丝绸艺术展”在布达佩斯举
办，数十件中国古代丝织物漂洋过海，来到多
瑙河畔，掀起观展热潮。

“这个丝绸艺术展，是我们和杭州丝绸博
物馆以及匈牙利当地联合承办的，这也是服务
于共建‘一带一路’的活动，为期一个半月的展
览，受到了匈牙利民众的广泛欢迎。”匈牙利布
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告诉记者。

在金浩看来，匈牙利的年轻人对中国文
化持开放态度，匈牙利有5所孔子学院，有一
批学中文的年轻人，他们都非常向往中国，

“我们希望通过汉服、文创等形式，让更多匈
牙利年轻人爱上中国文化。”

潮新闻“一带一路看今朝”全球新闻行动探访匈牙利

闯荡欧罗巴的第一站
潮新闻记者 王益敏 何泠瑶 许伊雯

本报杭州1月2日讯（记者 朱平 梁婧娴 通讯员 李文芳
张冰清） 2 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大运河院
区开启试运行。同时，由浙大邵逸夫医院各科室名医专家
组 成 的“ 最 强 阵 容 ”在 该 院 区 开 展 为 期 4 天 的 大 型 义 诊
活动。

“以前要转车花一个多小时到主城区的省级医院看病，今
天从家里走过来只用了五分钟。”当天在医疗楼二楼候诊的杭
州市民吕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内分泌疾病，他每个月都要上医
院治疗，如今有了大运河院区，“真是方便太多了”。

浙大邵逸夫医院大运河院区是浙江省“4+1”重大项目、
杭州市重点建设项目，由浙大邵逸夫医院与杭州市拱墅区政
府合作共建，与该院庆春、钱塘院区实行一体化运营。这项重
大民生实事工程承载着优化杭州城区省级医院布局、推动杭
州主城区功能疏解、填补大城北区块高端医疗资源空缺的重
要功能。

大运河院区进一步延伸浙大邵逸夫医院“智慧医疗”理
念，患者在候诊时可以通过 AI 医助预问诊，提前“看”医生。
AI 医助是该院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智能医生
助理，通过与患者的对话，智能医生助理可快速完成主诉症
状、伴随症状、诊疗情况、既往史、家族史等医疗信息的采集，
5秒自动生成预问诊病历，并同步至医生工作站，方便医生在
患者进入诊室前提前了解患者病史。

“大运河院区目前重点布局腔镜中心、肿瘤中心、生殖医
学中心等医院优势学科群，我们不仅要为周边居民提供医疗
便利，让百姓拥有更多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要形成服务杭
城、辐射周边省市的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区域医疗中心，切实
推动分级诊疗，构建功能互补、富有韧性的优质医疗服务体
系，为打造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提供新思路。”浙大邵逸夫医
院院长蔡秀军说。

浙大邵逸夫医院
大运河院区试运行

本报诸暨1月2日电（共享联盟·诸暨 李伯俭 记者 干婧）
1 月 2 日上午，诸暨市举行了 2024 年首批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28 个重大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其中 50 亿元以上项目
4个、10亿元以上项目11个，1.4亿美元外资大项目1个，计划
总投资达 346.9 亿元。项目涉及智能视觉、航空航天、新能
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诸
暨“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诸暨抢抓数字经济产业风口，全力打造智能视觉集聚发
展新高地。这次落户的智能柔性液晶膜项目是诸暨智能视觉
产业招引的又一重大项目，计划投资 50 亿元，将在诸暨建设
年产 320 万平方米的柔性液晶膜生产线，一期达产后预计可
实现年产值20亿元、税收8000万元。

围绕产业大抓项目，引进项目赋能产业。总投资 10.6 亿
元的智能车生产线项目，将在诸暨建设集自动驾驶研发、生产
及物流运营于一体的智能车生产基地，打造国内首个“标杆
型”智能车工厂。项目负责人认为，诸暨有着强大的制造业基
础、领先创新的数字化产业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此次携手将助
推智能车产业生态加速集聚。

“这些项目企业实力强、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将对新
兴产业发展起到强链、补链、延链作用。”诸暨市招商投资促进
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诸暨28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346.9亿元

义乌和世界的连接究竟有多深——
凌厉的西伯利亚寒流向南奔袭之际，我

们前往欧洲，寻找答案。
1 万多公里行程，历经 12 个小时飞行，

终于抵达德国法兰克福，此时正是当地时间
早上6时。

天很冷，法兰克福的古城老街却很热乎。
我们一行三人随意走进一家街边小

店。得知我们来自中国，老板奥古斯特亲切
地用中文“你好”打招呼，并热情地翻开货架
上 的 商 品 标 签 说 ：“Made in China，
Yiwu.”对相隔万里的中国小城义乌，奥古斯
特一点都不陌生。鞋帽、手套、玩具⋯⋯奥
古斯特的货架上，随处可见义乌小商品，“卖
得很好，我们都爱这些东西，我们离不开这
些商品。”他说。

在这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与义乌
的联系，如此亲密无间。

在德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 8 天的走访
中，华人、华人超市、华人仓库区、铁路场站、
外国人的商店，甚至华人家里⋯⋯义乌小商
品到处可见。

广东人吴泽民开在德国杜伊斯堡港口的
小店里，80%的商品来自义乌。在我们停留
的半个小时里，顾客络绎不绝，老吴显得有些
手忙脚乱。“不是高端商场去不起，是义乌小
商品有更高的性价比和不可替代性。”老吴道
出了其中奥秘。

在拥有20多万常住华人的西班牙，漫步
首都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城市街头，几乎每隔
几间店铺，就会看到一家华人百元店。所谓
百元店，就是指店里单件商品的价格一般为
西班牙旧币100比塞塔（约等于0.6欧元），相
当于人民币5元。

我们随机走访了 10 多家商店和超市后
得知，他们卖的商品，超过八成来自义乌。

“我已经离不开这些小店了，在这里，几
乎可以买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巴塞罗那古
城老街安卡雷斯餐厅的老板阿尔曼多说，但
凡他店里缺什么，只要步行 2 分钟去一家百
元店，应有尽有，“义乌小商品早已成了生活
的一部分。”

今年48岁、个子高大的阿尔曼多告诉我
们，餐厅已历经四代，是真正的百年老店，店

名是他曾祖父家乡的名字。他从小就在餐厅
里帮忙，大学毕业后又从父亲手里接过这个
餐厅。“几十年来，餐厅里的餐具、厨具，以及
众多的辅料，都来自百元店，价廉物美。”阿尔
曼多不吝赞美之词。

来自西班牙零售协会的数据显示，华人
百元店已有1.8万多家。

为了向居民源源不断地供应义乌小商
品，德国、西班牙还形成了很多以批发为主的
华人仓库区。这些地方，聚集了大批华人商
户，经营鞋业、服装、饰品、电子产品、床上用品
等。更有甚者，还专门开出了集纳61家店铺，
类似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中国商品批发市场。

在巴塞罗那巴达洛纳仓库区经营饰品生
意的浙江青田人周欧，每年都要回国好几趟，
去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在马德里富恩拉夫
拉达市华人仓库区做箱包生意的老朱，常年
联系的义乌商家有数十个。义乌当地批发
商，一有新品就会发给他。

为了确保义乌小商品物流的畅通，义乌
于2014年开通了“义新欧”中欧班列，并将班
列的终点选在了西班牙马德里，而德国杜伊
斯堡则是其最大的中转站。

往返于杜伊斯堡和义乌之间的中欧班
列，2014 年 11 月 18 日开行第 1 列，到 2022
年已实现全年开行 259 列；在马德里，“义新
欧”年集装箱抵达量近2万个，占该场站国际
货运集装箱量的比例从2014年的5%提升到
了如今的 30%。甚至在德国法兰克福去特
里尔的高速服务区，我们都能与“义新欧”的
集装箱频频邂逅。

这一次海外采访，我们深深感到：世界离
不开义乌。回到义乌，我们发现：义乌同样离
不开世界。

卖厨具用品的刘萍娟说，她的锅碗瓢盆，
有一大半卖到国外；卖伞具的张吉英说，她的
雨伞七成靠出口；卖圣诞用品的孙旭娟说，她
的圣诞树，有九成销往全球。这些经营户异

口同声地说，国际市场才是义乌发展最大增
长极。

如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每天人潮涌
动；在义乌各大物流园区，车来车往川流不
息；在义乌铁路口岸，发往全球的集装箱组
柜、查验、装车井然有序。

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 1 至 11 月，义乌
市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 5000 亿元大关，达
5221.2 亿元。其中出口 4616.2 亿元，进口
605.0 亿元。多年来，义乌出口额占整个贸
易额比重已经超过60%。

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境外客商超过 56 万
人次，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多名
境外客商常驻义乌，在义乌各类外资主体有
8000 多家，带动全国 210 万家中小微企业发
展、3200万名产业工人就业。

“小商品让世界与义乌紧密相连、息息相
关，从一个小角度，深刻阐释了什么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义乌市相关负责人如是感慨。

“义乌小商品早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德国西班牙行走笔记

本报记者 杜羽丰 何贤君 叶梦婷

“义乌小商品早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德国西班牙行走笔记

本报记者 杜羽丰 何贤君 叶梦婷

西班牙马德里马约尔广场的摊位上，挂满了义乌小商品。 本报记者 杜羽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