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亮鱼灯，丰收新一年。近日，湖州市南

浔区菱湖镇彩灯技艺传承人虞敏儿在菱湖老

街的文化馆，教授孩子们制作各类鱼灯。

菱湖彩灯制作工艺为湖州民间艺术一绝，

在苏、浙、沪一带素有盛名。从设计构图、挑选

材料、制作骨架，到装灯、裱糊、上色、点睛，每一

道制作工序都极为讲究。作为中国淡水渔都，

菱湖人对鱼形彩灯有着特别的情感，寓意为“年

年有余”，而鱼灯和灯谜的结合，也成就了菱湖

彩灯与众不同的元宵习俗。沈勇强 摄影报道

鱼灯寄情话传承

南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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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风向

标”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迎来新春开市。据

统计，开市首日，共有7.5万个商位开门迎

客，总开门率达88.3%，吸引了3.9万名省

内外的采购商来到现场，总人流量超过20

万人次。不少经营户更是利用市场提供

的共享直播间，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向采

购商介绍市场开市情况，推介相关商品。

一早就来到市场给店铺换上新春联的

义乌翰林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新春告诉

记者，“今年春节的订单比去年好一些”，首

单是一笔来自俄罗斯老客户的订单，客户

看上的正是他们研发的新品。

对于义乌来说，“停工不停单”是当地市

场商户们在春节假期时的常态。“由于去年

放假时间比较早，物流停得也比往年早，不

少客户早早就开始催着发货了。”义乌晶鑫

玩具有限公司的店长何丹介绍，国内的采购

商正月初六左右就开始下单了，而海外的客

商更是在节前就开始咨询和下单。

晶鑫玩具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类仿真洋

娃娃、智能语音对话洋娃娃的企业。由于

今年返乡过年的外地员工较多，何丹表示，

工厂将在正月十六开工。由于已经提前备

好了原材料和半成品，工厂开工后只要进

行组装，一两天后就可以发货。

在何丹看来，今年的订单已经有了一

个好的开端，预计整体会比去年更好。对

于我们来说，加大力度研发新品，是吸引客

商的重要动力。“通过去年一年的研发，我

们今年在新品上做了充足的准备，就等着

2022年的新客人了”。

“今年的市场，从开门率和客流量来

说，都要比去年有所增长。”义乌商城集团

市场运营公司总经理王向荣表示，受疫情

影响，今年仍有不少外商无法到达义乌市

场采购，交易的主战场也从线下转移到了

线上。这些天，线下的采购团邀约也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商城集团已组建多个专项

工作组，开展浙江省内产业基地、周边相邻

省市及外籍采购商邀约，主要包括丽水、杭

州、衢州、绍兴、河南、江西等采购商来源

地，目前首批共计1000多名优质采购商已

完成信息登记。

被誉为“世界超市”的义乌是全球最大

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目前市场经营面积640

余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汇集210多万种

商品，商品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统计，2021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日

均人流12.24万人，日均开门率93%，商位

出租率保持在98%以上。同时义乌商城集

团开发运营的数字贸易综合服务平台——

Chinagoods平台功能不断完善，先后上线运

营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等网站，培育

活跃商家10000多家，商品种类达500多万

种，累计实现交易额超160亿元。

本报记者 唐闻宜

义乌国际商贸城开门率和客流量高于去年

“市뷧뎬市”潮뒺뾪市펭죈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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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一轨相承“同城生活”
2月8日，2022年无锡市和苏州市交通

互联互通第一次会商会议召开，就两市综合

交通运输衔接进行洽谈。从推进苏锡多层

次轨道交通对接，到推动两市衔接干线路网

规划建设，从协同推动内河航运发展，到共

同推进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效应，仅无锡方面

就列举了22项事宜，覆盖“海陆空”。

跨域一体，交通先行。事实上，无锡与

苏州的距离早已是轨道上的“一站之遥”。

沪宁城际、京沪高铁……无锡与苏州20分

钟即达。目前在建的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

在苏锡城市的北向实现东西联通，设有江阴

站，东接苏州张家港，进一步促进两地融入

“轨道上的长三角”。目前，江阴段工程建设

推进中，江阴站建设正全面铺开。

去年底，国内最长湖底隧道太湖隧道贯

通后，今年1月底，“苏锡南部快线工程预可

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招标公告”公布，快线起

于蠡湖大道南泉互通，穿越贡湖湾，衔接苏

州高新区快速路网，将快速连通无锡太湖新

城和苏州高新区，助力苏锡一体化发展和太

湖湾科创带建设。

轨交方面，无锡地铁3号线、5号线将分别

与苏州高新区、相城区接通，苏锡两地一轨相

承，“小笼包盼望坐地铁去听评弹”将成为现实。

合作 有大规划也有“微幸福”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为江苏省虎年关

键词。首个工作日，江苏省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部署

区域一体化发展重点工作和当前工作。

2月9日，无锡市和苏州市一体化发展

对接座谈会召开，“双雄联动”不仅互联互

通：围绕产业科技创新协同，构建区域创新

共同体、推动设立先进技术成果长三角转化

中心无锡分中心、推动创新资源协同、协同

有序推进车联网发展等；围绕生态环境共保

联治，联合做好长江大保护，推动大气污染、

水污染联合治理以及太湖蓝藻联防联控协

作；围绕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加强区域消费

联动、与苏州自贸区联动，开展信用应用一

体化战略合作，建立防汛防台联合调度会商

机制等，共同打造区域合作标杆。

其实，早在2020年4月，苏锡常一体化发

展合作备忘录签署，无锡和苏州即加快对接、

密切配合，研究提出了两批共48项合作事项

清单，取得丰硕成果。去年3月第二届苏锡常

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在锡召开，三市明确了

26项具体工作任务。

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海东表

示，在苏锡常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基础

上，建议两市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既要

关注地铁、城铁等大规划，也要关注百姓的

“微幸福”。

出征“圈带”共振迸发新活力
“苏南双雄”组团出征，既是内部合作共

赢，更是向外协作共振。苏锡常“圈层”加

固，促进了长三角“圈带”共振。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苏州推进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北向拓展带建设，参与打造沿沪

宁产业创新带、G60科创走廊、环太湖科创

圈。无锡加快打造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区，

东西对接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两

圈”，南北联通宁杭生态经济带、沪宁产业创

新带“两带”。尤其在对接上海方面，苏州与

上海地缘相近，长期将“融入上海”“沪苏同

城化”作为发展目标，无锡则提出全方位融

入上海大都市圈，主动承接上海“龙头”溢

出效应。

“无锡与苏州共同面临着国家战略带来

的重大机遇，共同担负着新的光荣使命。”无

锡市委书记杜小刚表示，希望两市聚焦融合

融入、协同协作、通达通畅、联保联治、共建

共享，发挥优势、各展所长，有效融入、深度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书写新时代苏锡双城一

体新篇章。 首席记者 范洁

近日，《南通港总体

规划（2035年）》(下称《规

划》）获批，将为集“黄金

海岸”与“黄金水道”优

势于一身的南通港发展

提供好广阔空间。《规

划》体现特色错位、转型

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

碳发展理念，提出南通港

发展方向为“优江拓海、

江海联动”。

《规划》明确南通港

“一港四区”的总体规划

格局，分别为沿江三个港

区（如皋港区、南通港区、

通海港区）和沿海一个港

区（通州湾港区）。其中，

如皋港区是为长江中上

游中转的重要港区，以干

散货和件杂货运输为主；

南通港区着力于港口资

源整合，主要为后方临港

产业发展服务，兼顾部分

邮轮客运功能；通海港区

是沿江集装箱运输发展

的核心港区；通州湾港区

以服务临港工业起步，以

集装箱、干散货、液体散

货、LNG和件杂货等货类为主，逐步发展成

为大型现代化综合性港区。

此次《规划》的获批，将对南通全面推进

优江拓海、江海联动，深入实施通州湾长江

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建设及一批重大涉港

项目落地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同时对于南

通港与长三角港口群内其他港口协同发

展，不断推进港口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大

力拓展临港产业和现代物流服务功能，提

升旅游客运服务水平，逐步发展成为布局合

理、能力充分、功能完善、安全绿色、港城协

调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口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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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뷓쯕컽뎣쓏늿뗄뫾뿬쯙슷

无锡市和苏州市交通互联互通第一次会商会议、无
锡市和苏州市一体化发展对接座谈会……虎年开工，被
誉为“最强地级市”的苏州、无锡两地“强强联手”，不仅
加强在交通、环保、科技等方面联动，也探索在对接上
海、深度融入长三角等方面并进。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背景下，“苏南双雄”如何“组团出征”，值得期待。

“最强地级市”组团再破圈
苏州与无锡一体化发展按下“快进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