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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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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之城”向海向新向未来
全国晚报都市报社长总编辑“解码”南通

2024“戏从温州
来”活动登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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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款式10余万顶产自台州温岭

“把草帽卖到巴黎奥运会”

“南戏故里”焕发现代“霞光”

“第一风”梭子蟹
新鲜上市

“创新协同区”共建长江口
盛夏，长江北岸，从南通市海门区穿越

长江至苏州太仓的海太过江通道，上千名

工人、数百台机械正忙而有序地推进工期。

海太过江通道是国内距离最长、断面

最大的水下盾构隧道，全长约39.2千米，

其中过江隧道长约11.2千米，堪称“万里

长江第一隧”。这座公铁两用跨江通道，

计划于2028年建成通车，建成后，从海门

10分钟就可跨过长江，从南通市区1个小

时可抵达上海市中心。它还是南通“八龙

过江”交通格局中的第五条通道。随着越

来越多过江通道的建成，南通和苏南、上

海将实现无缝对接、共享同城效应。

当前，南通正积极携手上海、苏州，共

建长江口产业创新协同区。南通市委书

记吴新明表示，协同区是为了服务长三角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南通

产业基础、发展空间、交通区位等综合优

势明显，可以成为上海和苏南的产业协同

基地、长三角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首选地，

更好助力长三角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大国重器”领衔千亿级产业
“天鲲号”绞吸式挖泥船、2.4万标箱

超大型集装箱船、3000吨级自升式风电安

装船、极地探险邮轮……近年来，长江入

海口先后驶出40多艘贴上“南通造”标签

的“世界第一”“全国首创”的“大国重

器”。江海岸线上，形成以振华重工、招商

局重工等为代表的船舶海工地标性产业。

在通州湾高端装备临港产业园，船舶

海工产业集群也渐成规模。钦实佳美生

产基地，可载8万立方米海水的“海塔一

号”养殖网箱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该平

台是全球首例全潜悬浮定深高抗台养殖

平台，采用潜艇悬浮定深技术，半潜可抗

超强台风，将用于南海养殖实验。这家落

户通州湾不到2年的海工装备制造企业，

已完成2座海上风电平台的总装建造，并

成立海装研究院。

船舶海工产业是南通六大千亿级产业

之一。近年来走出了一条由传统船修造到

高技术船舶、海工装备、全链条高端化发展

的升级之路。2003年，船舶海工集群产业

链规上企业实现产值约1800亿元。2024年

预计船舶海工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

“江苏新出海口”变为现实
几年前，南通以“大通州湾”思维统筹

推进全市域的沿海开发、江海联动发展，

推动吕四港、海门港、通州湾和洋口港四

座沿海港口规划“一张图”、布局“一盘

棋”、资源“一本账”，构建市级统筹、各板

块共同参与的发展格局，“大通州湾”的出

海编队，共同组成南通乃至江苏向海开

放、连接全球的大通道。

沿海港口握指成拳，“江苏出海新通

道”拔锚起航。目前，通州湾主体港区“2+1”

码头加快建设，港口重点工程加快建设进

度，洋口港5万吨级通用码头、吕四港重装

码头建成投用，三夹沙南航道竣工，洋吕

铁路先导段通车。南通港集团深化与上

港集团、省港口集团合作。2023年，南通

港货物吞吐量超3.4亿吨，位列全国主要

沿海港口第14位。

伴随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

沿海经济带等战略的阵阵春潮，南黄海边

惊涛拍岸、大港崛起，通州湾长江集装箱

新出海口这一国家战略正从蓝图逐步变

为现实。 本报记者 唐闻宜

8月1日，舟山2600余艘取得专项捕捞许

可的渔船扬帆起航，开赴渔场作业。次日清晨，

“第一风”新鲜梭子蟹抵达舟山国际水产城码

头。当天上午梭子蟹的码头统货价格为每筐

1600元—1800元，按每筐25公斤计算，折合价

格为每公斤64—72元。后续随着更多渔船回

港，价格也将随之回落。姚凯乐 摄影报道

32个科技合作项目

签约，180余个专家团队

与镇江300多家企业现

场洽谈……近日，2024

年高校院所走进镇江产

学研合作大会举行，开展

现场洽谈对接、产学研合

作和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展等系列活动。

今年是镇江连续第

5年举办“高校院所走进

镇江产学研合作大会”系

列活动，镇江已与全国

160余家高校院所建立

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促成各类产学研合作

2200项、惠及企业4000

余家（次）。

“当前，镇江聚力创

新引领产业强市，因地制

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着力打造在特色领域有

竞争力的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地、科技创新策源

地、产业发展新高地。”镇

江市委书记马明龙表示，

“高校院所是技术成果的

‘供给库’，期待大家把高

校院所之长与镇江产业

所需紧密链接起来，搭建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

‘生产线’的高速通道。希望通过产学研

紧密对接，持续壮大科技型企业梯队集

群，助力产业强链补链延链，加快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

瞄准科技前沿，一批成果发布引领产

业发展向“新”而行。围绕加强科技创新

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镇江与各方携手，

在校地、校企、银企间促成了一系列合作，

16个产学研合作项目、8个人才创新创业

项目、8个科技金融项目现场签约。目前，

镇江已建成28家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数

量位居全省第五。航空航天和船舶海工

两条重点产业链先后组建创新联合体，协

力攻克关键技术。 本报记者 唐闻宜

“我刷到不少视频，巴黎奥运开幕式

现场运动员、艺人、观众戴着我们生产的

草帽合影留念，倍感亲切和自豪！”连日

来，浙江台州温岭市谊达帽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胡凯涛沉浸在荣耀中——由他们公

司生产的定制款草帽亮相巴黎奥运会，传

统技艺闪耀世界舞台。

成立于2000年的温岭市谊达帽业有

限公司，专业从事工艺编织原料、编织草

帽坯、成品装饰帽等制造。去年9月，公

司接到一家外贸企业询单，巴黎奥运会正

在寻找供应商定制一批草编帽。“奥运订

单，意义非凡。”胡凯涛说，为抓住这难得

的机会，公司第一时间对接，按照对方提

供的设计稿开始打样。但由于奥组委对

品质要求非常高，细节把控很严格，压力

和难度也随之而来。

“其间遇到了很多关卡，需要一一克

服。比如草帽面料必须要环保，内侧成分

标识上奥运五环印花LOGO要完全按照

官方设计的色号来呈现。为达标准，我们

还专门为生产装饰带开模……”胡凯涛回

忆，从打样到正式下单，历时5个月，“在

反复沟通确认和不计成本投入的基础上，

我们持续进行修改和调整，光是样品就往

法国寄了5次。”

今年2月中旬，谊达帽业从激烈的竞

争中突围，拿下巴黎奥运会所有草帽订

单。但胡凯涛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新的

挑战又来了。“7个款式共10余万顶草帽，4

月底就要交货，留给我们的生产时间不到

40天，时间相当紧迫。春节刚过，我们紧急

调整人手加班加点，同时与其他客户协商

适当延长交货期，优先完成这笔订单。”

在胡凯涛看来，公司参与奥运订单的

品牌意义大于生意本身，“很荣幸能参与

这样的国际体育盛会，向世界展现温岭传

统编织技艺。希望借助巴黎奥运会，温岭

草帽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从设计到选材，从编织到成品，10个月

的倾心投入让胡凯涛对巴黎奥运会格外关

注。随着赛事的持续进行，他期待自家生

产的多款草帽继续在赛场内外绽放光彩。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颜静

8月5日，由温州市越剧院推出的革

命题材现代越剧《霞光》登陆上海滩，在宛

平剧院上演，现场观众在革命先烈的伟大

事迹和崇高精神中，感受“南戏故里”的独

特魅力。

《霞光》是温州市精心打造的革命题

材现代越剧，讲述上世纪30年代中央特

科一科负责人、上海中央局秘书长李得钊

为保护和转移党中央的“一号机密”中央

文库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该剧由温州市

越剧院第二代徐派传人、国家一级演员黄燕

舞领衔主演。演出现场，黄燕舞以精湛的

演技和强大的感染力，将李得钊的机智勇

敢、铁骨柔情和大气凛然表现得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采用“全女班”演

员阵容，这也是温州越剧70余年发展过

程中，在女子越剧现代戏表演上的一次新

探索。

百戏之祖是南戏，南戏故里在温州。

此次演出是2024年“戏从温州来”系列活

动之一，8月6日带来越剧《荆钗记》，继续

在沪上唱响经典，为戏迷带来一场视听盛

宴，持续擦亮温州的文化名片。

本报记者 黄于悦

■ 南通吕四起步港区是江苏首
个全智能化、无人化集装箱泊位

南通是江苏长江以北首个、全省第四个“万亿之
城”，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多重国家战略深入实
施，南通进入新一轮发展的黄金机遇期，特别是276

公里的黄海岸线和多座深水海港承载着广阔的发展
前景，是南通迈向“下一个万亿之城”的关键变量。

今年是南通被列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
年，全国晚报都市报社长总编辑看南通活动日前举
行，来自国内近20家媒体的老总和记者走进“江之
尾、海之头”的南通，探访跨江向海发展的火热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