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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桥
镇， 隶属于
江苏省泰兴
市， 地处长
江北岸的苏
中平原 ，处
于长江三角洲北翼，

素有 “北分淮委，南
接江潮”的水上枢纽
之称， 其南濒长江，

东连如皋， 北接姜
堰，是苏中、苏北地
区通往苏南、上海的
重要门户。黄桥是江
苏省重点镇，是泰兴
市的经济、 文化、商
贸、交通“副中心”，

泰州市重点小城市，

2018 年 5 月 24

日，黄桥镇入选最美
特色小城镇 50强。

江
苏
黄
桥

琴韵小镇奏响世界强音

金桥黄桥共建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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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桥， 有个上海金桥·黄桥产

业园，产业园成立于 2016年，是上海
泰州加强合作一个代表性案例。

设立该产业园是泰兴接轨上
海，加快承接产业转移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黄桥正围绕做大园区总量、

做特园区产业、做强园区功能，招引

大项目，培育大产业，建设大园区，

力争把上海金桥集团黄桥产业园打

造成对外开放的引领区、 科技驱动
的样板区、跨区域合作的示范区。

上海金桥·黄桥产业园规划面积

2平方公里，首期 500亩左右，用于建

设高科技产业化基地， 引进环保、新

能源新材料等科技企业。园区先后引
进泰州金源包装容器有限公司、江

苏东方泰虹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江
苏东方九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江

苏帆顺包装有限公司、江苏炳凯富汽

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江苏永生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六个项目，计划投

资 21.15亿元， 截至目前实际投资
14.75亿元，全部达产达效后，可新增

国税开票销售 27.9亿元， 实现利税
2.2亿元。 其中，去年 1-11月份实现

国税开票 10 亿元， 实现工商税收

3000万元，带动区镇 1000人就业。

■ 黄桥

每年生
产各类

提琴 70

万把，销
往欧美

等 90 多
个国家

和地区

■ 黄桥

正着力
打造一

个集乐
器文化、

创新创
业、教育

培训和

生活体
验于一

体的乐
器主题

小镇

    江苏泰兴黄

桥，是“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 1940

年， 震惊中外的

“黄桥决战”打响

于此， 黄桥人民

踊跃支援前线 ，

为新四军的胜利

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一曲黄

桥烧饼歌从此唱

响了大江南北 。

近年来， 一把琴

让以烧饼闻名的

黄桥老区又引来

了全世界关注的

目光。

泰兴黄桥：全球三分之一的提琴产自这里

烧饼之乡谱新曲意

今天的黄桥是全球最大的提琴
生产基地，每年生产各类提琴 70万

把，占国内市场的 70%、世界市场的
30%以上，销往欧美等 90多个国家

和地区。提琴产业已成为黄桥老区
经济发展的支柱。眼下，当地正致力

于加快提琴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

造一个集乐器文化、创新创业、教育
培训和生活体验于一体的乐器主题

小镇，让乐器产业成为当地的特色
产业、富民产业。

走在黄桥镇上，沿街的黄桥烧
饼店，刻着古镇的历史烙印。夜幕降

临，登高望远，黄桥小城镇的灯光犹
如倒映于地面的银河，色彩缤纷，美

轮美奂。灯光下翩翩起舞的人群、绚
丽多彩的河滨家园、璀璨夺目的新

城生态音乐湖，黄桥古镇处处流光
溢彩，又舒展着“琴韵小镇”的迷人

风姿。
琴，正变为这个千年古镇的新

名片。

乐器产业成特色

上世纪 60年代，几个从上海国
营提琴厂回乡的工人把提琴制作技

术带到了黄桥镇。经过 50多年的发
展，从生产提琴配件开始，从简单

的加工琴头到现如今各个提琴产
业链的兴起，实现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乐

器产业成为了黄桥的特色产业，并
达到了如今令黄桥人引以为傲的国

际规模。
今年 68岁的黄桥人、凤灵集团

董事长李书恰是当时的一名学徒

工。上世纪 70年代初，黄桥造出的
第一把小提琴，就出自他手。现如

今，他已是黄桥镇小提琴产业的

领军人物，他的企业是成立最

早、规模最大、专业生产提

琴吉他系列产品的大型企业，提琴

的生产规模、技术力量、出口创汇均
居世界首位。

李书告诉记者，在发展初期，黄
桥凭借成本优势，用最低廉的价格

迅速占领国内市场。但到了 1996

年，国内小提琴市场出现饱和，当时

镇上小提琴的制作水平较低，打不

进国际市场，整个产业遇到了瓶颈。
1999年他到德国去，发现产品的差

别仍然很大。当时李书就买了意大
利的、日本的、韩国的琴回来，让所

有的工人观察学习，找到其中的优
点，取众家之长。

随后，李书带领团队一方面大
力培养高水准技术工人，另一方面

在材料和技术上不断钻研，很快就

研发出一种对提琴木料进行处理的
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小提琴的音质

品质，迅速让黄桥小提琴的市场份
额登上全球第一。在李书的帮助下，

厂里不少员工开始创业，各自成立
工厂生产乐器，开启了黄桥提琴产

业发展壮大之路。

爱乐之城奏华章

如今，22万的小镇居民中，从事
和提琴有关工作的人就高达 3.5万

人。“这里有 220多家提琴生产及配
套企业，每年生产各类提琴 70余万

把，约占世界总量的 30%，全国总量

的 70%”，黄桥镇镇长王晓云说，黄

桥提琴目前销往欧美 90多个国家，
年产值约 24亿元人民币，已成为当

地支柱产业。
乐器产业的发展也助推着当地

旅游业的提升，现如今乐器文化旅
游与古镇、红色、生态休闲旅游融合

互动，形成了黄桥旅游业的四大板

块。截至目前，黄桥已经拥有国内首
家以提琴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体验旅

游风景区以及国内最大的乐器博览
馆，凤灵集团更是全国工业旅游和

出口示范基地，开发了“提琴艺术之
旅”，被列为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

点。黄桥城区的 400亩音乐生态湖
更是形似一把小提琴，并配建苏中

地区规模最大的音乐喷泉。黄桥镇
获评“长三角最佳慢生活旅游目的

地”和“第二届中国最具价值文化旅
游目的地”。

小提琴产业的发展还直接提升

了黄桥当地的创新创业浓厚氛围，
现在全镇有乐器类专利达 136 个。

据介绍，黄桥每年开展免费乐器电
子商务培训 2-3期，培训人员 60-80

人。另外，面积达 4.5万平方米的乐
器文化创意研发中心作为创新创业

的新平台，集产业研发、科技孵化、

检验检测、文化创意、艺术培训、展
示展销、商务贸易等于一体，也已开

工建设。
王晓云告诉记者，黄桥镇经过 50

多年发展，从生产提琴配件开始，实
现了从无到有，从配角到主角的转

变。乐器艺术的普及教育也同时在
黄桥镇 5所小学全面展开。不仅能

使孩子了解家乡的产业，更能在学
提琴的过程中培养孩子艺术爱好。

“黄桥人不仅要会造琴，还要会
拉琴、会赏乐，我们计划投资 50 亿

元，打造一个 3.8平方公里的乐器主
题小镇，集乐器文化、创新创业、教

育培训和生活体验于一体，到 2020

年成为产值百亿元的‘爱乐之城’。”

王晓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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