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恰是出游好时节。连

日来，颇具特色的苏州平江路
水巷“水上游”特色项目明显

升温，游客乘坐手摇小木船水
巷观光，在船工的吴歌声中饱

览姑苏“小桥、流水、人家”美
景，别有一番意境。

王建康 摄影报道

乘手摇小船
游姑苏水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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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效应”助力长三角老字号发展

    当上海的“老字号”品牌影响力与德清

的智能制造生产力相碰撞，会迸发出怎样的
“聚合效应”？在德清，这样的联合每年已产

生近 10亿元的经济效益。

从 2019年起，上海老字号与德清民营企
业的“联姻”，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互惠互利

的模式，成就了长三角一体化跨区域合作的
一段“佳话”。经过 2年时间的发展，如何放大

老字号效益，实现品牌叠加、品牌拓展、跨界
合作？5月 9日，在沪举行的 2021长三角老

字号品牌合作高峰论坛暨沪德老字号品牌合

作成果发布揭开了谜底。其间，德清不仅与沪
杭高质量项目签约合作，更有施特劳斯、老凤

祥、回力、上海制皂等一批长三角老字号品牌

入驻德清基地。

新老“联手”

振兴百年品牌
创立于 1895 年的上海“施特劳斯

STRAUSS”钢琴品牌，是众多老上海人记忆

中的中华老字号。上世纪 80年代，是施特劳
斯最辉煌的时期，钢琴年产量最高达到

10000余架。然而，从 1998年就开始了亏损。

“是沪德两地的老字号合作，让这一百
年品牌重焕生机。”上海施特劳斯钢琴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军华说，2019 年在金山

枫泾镇，上海钢琴有限公司与浙江乐韵钢

琴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新的上海施特劳
斯钢琴有限公司。合作首年，同品质钢琴

产品市场价值就提升 30%以上，“今年的

目标销售额将达到 5000万元。”

中华老字号品牌在国内市场实现振兴
的同时，施特劳斯也实现了中国钢琴走向海

外。去年 8月，64架“施特劳斯”钢琴从上海
港“出海”，历经 40多天的“漂洋过海”，最终

抵达法国。老字号产品走出国门，深受国外
客商青睐，这是上海品牌与浙江制造在长三

角“跨省合资合营”的新成果。

有了出口法国的经验，施特劳斯还与俄
罗斯、泰国、法国等国家签订了出口协议，百

余架施特劳斯外贸钢琴踏上了远征海外的
旅程。“今年一季度也有 100多架钢琴已经

出口至欧洲国家。”李军华说。
此次启动的上海“施特劳斯”钢琴文化

展示中心，位于杨浦区惠民路 927号，这里
有着 120多年历史，是中国第一架钢琴企业

诞生地。李军华告诉记者，沪德合作后的第
一批施特劳斯门店已在全国 40余个城市迅

速铺开，专卖店、店中店总计达 80余家。

“强强”联合
推动转型发展

举办“德清—黄浦”老字号对接签约仪
式、“德清—杨浦”老字号老品牌企业专场对

接活动……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目前，
共有 27家上海老字号与德清企业签订合作

协议。

在德清县禹越镇的千丝家纺生产车间，

从事了几十年蚕丝被制作手艺的工人们正
在手工制作蚕丝被、蚕丝枕等家纺产品。“今

年 1月就与上海水星家纺达成一整年的合作
意向，生产量将比去年提升 20%，计划有 6000

万元的合作订单，目前 3000万元的首个订单
正在抓紧生产中。”企业负责人徐连荣介绍，过

去，千丝家纺的客户主要分布在深圳、湖南等

地，订单量和结款也不稳定。与上海水星家纺
进行品牌合作后，市场认可度也颇高。

在钟管镇的浙江华诺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硫磺皂、檀香皂等大众熟悉的日化产

品被打包装箱，发往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地
区的大型商超，这是华诺化工与上海制皂、

上海家化两家老字号企业“联姻”后的产品
转型。

以“产业优势”对接“品牌优势”，德清企

业与上海老字号企业强强联合的案例还有
很多。原为“竞争对手”的德清久胜车业与上

海凤凰自行车联姻为“合作伙伴”，推动两家

企业成功实现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发布《长三角

老字号品牌创新合作发展报告》，将为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跨区域合作实践提供新思路
和新模式。其间，上海市杨浦区、金山区与湖

州市，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长三角研究中心
与德清县分别签订品牌战略合作。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抱团发展形成
的叠加效应，让德清与上海合作的脚步正在

提速。未来，沪德两地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沈姝虹 沈晓颜

■ 上海“施特劳斯”钢
琴文化展示中心

苏州

    “美妆在新西兰的占比虽然小，但发展潜

力很大。希望新西兰的美妆行业能和中国美
妆小镇进一步交流合作。”在近日举行的第四

届国际玫瑰文化节上，新西兰驻上海总领事
馆商务处商务官员项友亮这样说道。

项友亮口中的美妆小镇，位于湖州市吴
兴区埭溪镇。目前，这里已形成一条化妆品

全产业链。自 2018年起，埭溪就以首届国际

玫瑰文化节为契机，致力于深耕“美丽”产
业。“未来，这里将成为湖州乃至浙江的一

张金名片。”正如吴兴区委书记吴炳芳在开
幕式上所言，一朵玫瑰，生动讲述了埭溪美

妆全产业链发展的“美丽”故事。

“花”的产业绽放
在埭溪镇四季玫瑰庄园内，数百亩玫瑰

花正竞相开放。每年 4至 5月，近百位当地

村民穿梭在园中采摘新鲜玫瑰，加工成玫瑰
花茶等产品销往各大城市。村民每天的工资

在 200 元左右，一个月的花期能赚取近

6000元，促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实现一枝

玫瑰“多道香味”。
前不久，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授冯涛应

邀来过一趟埭溪后，便对美妆小镇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让他没想到的是，凡是和化妆品

相关的，从原料种植开始，包括研发、生产、
包材到销售，都可以在这个绿水青山间的美

妆小镇内找到。

近年来，围绕长三角产业配套项目引进
的总体规划，美妆小镇累计引进化妆品及相

关企业 172家，计划总投资 320亿元，形成
一条化妆品全产业链。“美妆小镇的特点是

产业集群，化妆品企业集中度高、园区划定
明确，交通也非常便利，在分工合作、产业链

延伸上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冯涛相信，随
着新业态模式的注入，美妆小镇将会释放更

多时尚精彩。

“美”的内涵升级
数年时间，埭溪从“美妆”到“时尚”，从

“小镇”到“谷”，“美”的内涵外延升级，实现

产业丰富和功能延展。
“一届届玫瑰节的举办，正推动美妆小

镇越来越接近它的‘美丽梦想’。”美妆小镇
管委会主任茅利荣表示，作为全国三大化妆

品产业集聚中心之一，美妆小镇的发展目标
就是要打造美妆“时尚谷”、东方“格拉斯”。

近年来，随着全球美妆产业项目纷至沓来，

埭溪正不断探索将生态旅游、时尚营销和功
能配套等新业态植入产业链，打造全新的

“时尚谷”。
第四届国际玫瑰文化节便以美妆产业

为基石，以时尚设计和产品发布为牵引，植
入“时尚+”概念。“在下沈港沿岸，我们将打

造以时尚元素为主的私人订制及高端体验
项目，小镇目前正在洽谈合作的美妆研究

院、美妆学院等都将充分发挥自然生态优势
和时尚产业基础，高质量打造长三角‘时尚

之心’。”茅利荣说。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何伟卫

    解码浙江吴兴
埭溪“美丽秘密” 玫瑰花开 从美妆镇到时尚谷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
群众诉求如何快速落地解
决？“小事不出社区、大事

不出街道”，“最后一公里”
怎样有效打通？日前，盐城

出台《关于建立“一哨联
办”12345 办理工作机制

实施方案》，在江苏首推

“一哨联办”新模式。
“一哨联办”，即一个

街道“吹哨”组织，一个部
门牵头办理，多个市直（派

驻区机构）、区直部门配合
的工作模式。街道“吹哨”

后，各部门在规定时限内
“报到”响应，与街道密切

协作，确保问题解决到
位。每月，政府对“吹哨”

数量、解决率、满意率进
行考核评价。目前被列入

“吹哨”事项“一级分类”的
共有 8个类别，包括违规

搭建、不动产权证办理、环
境保护等。

上月，亭湖区文峰街
道吹响盐城市“一哨联办”

的第一哨，多部门联合执
法，解决了怡景花园小区几个月来难以

解决的侵占公共空间销售彩票的问题。
“过去，街道受限于执法权限，处理问题

难彻底。”亭湖区文峰街道副主任吴学军
表示，以前需要办理的问题或小或散，事

情看起来不大，但涉及的利益主体多方，
单个部门处理能力不足。“一哨联办”让

大家有了共同目标，就是合力解决问题。

“作为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反馈社会
管理盲点的窗口阵地，12345 热线平台

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民
生责任。”盐城市行政审批局局长周岚表

示，建立“一哨联办”机制，不仅是 12345

办理模式的创新，更是为群众办实事的

重要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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