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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翔集冬景如画

央视跨年晚会连续三年落地台州

无锡发布三年行动计划

“太湖明珠”打造“国际消费之都”

和合公园美轮美奂，椒江大陈岛、椒

江葭沚老街、黄岩永宁幸福中心、玉环上

栈头村四大板块各具特色，一幅跨越“春、

夏、秋、冬”的新时代画卷徐徐展开……随

着央视《启航2024》跨年晚会，领略主会场

台州魅力，而这是央视跨年晚会连续三年

落地台州。

窗口
台州是祖国大陆新千年第一缕曙光

的首照地，在这里迎接新年特别有意义，

台州的独特优势不仅于此。

纵观《启航2024》整场晚会，在婉婉道

来的《台州》民谣里、在繁华都市《心花路

放》的舞姿里、在新农人的《丰收》喜悦里、

在《山海》《生花》的和合共鸣里、在随处可

见的非遗文化里、在“鲜嗒嗒、糯叽叽、甜

蜜蜜”的台州菜里，一场色香味俱全的盛

宴，是台州给全世界观众奉上的迎新礼。

一场台州深度游也随着晚会镜头

开启。主舞台和合公园，既是台州中央商

务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心区景观轴

线的重要城市公共空间；在黄岩，以浙东

南智算中心、模具产业园为例展示了浙江

制造转型升级的基层样本；在玉环，“共富

工坊”和技术工人“扩中提低”改革，正探

索着共同富裕的新模式；“中国第一个个

体工商户”章华妹的创业故事，再现了浙

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两代人“建设大

陈岛”的故事，激荡着“青春热血生命，垦

荒精神永存”的时代精神风貌……

透过晚会的“窗口”，可以看见“山海水

城”的独特自然人文风貌，可以看见现代化

城市建设的成效，看见民营经济发展迸发

的活力；可以看见乡村振兴铺就的美好农

村图景，可以看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

新，看见文明向善的力量正激荡回响。

而透过台州的“窗口”，浙江“勇当中

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浙江新篇章”，以文化力量推进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生动实践和美好图景，

可见一斑。

机遇
《启航2024》花落台州，城市知名度的

提升直接带动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而这

也成为台州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契机。如果

说民营经济是台州发展的硬实力，那么，牵

一发动全身的文旅大发展，对城市发展、乡

村振兴、共同富裕来说，如虎添翼。

2023年8月，“浙江有礼 ·台州有请”

台州市旅游发展大会在黄岩举行，台州下

辖9个县（市、区）带着满满的诚意，共聚一

堂，一揽子重点文旅项目相继发布，椒江

的中华美食一条街、黄岩的云尚小镇、路

桥的十里长街、天台的赭溪老街、温岭的

曙光湾旅游综合体、仙居的温都水城云鹤

湾、三门的蛇蟠岛、“浙江 ·台州1号公

路”……台州的“新”玩法逐一解锁。

台州市委书记李跃旗说，台州在《徐

霞客游记》的开篇，是旅游开始的地方；台

州在《长安三万里》的路上，是梦里的诗和

远方；台州在美食达人的口碑中，是吃货

向往的天堂；台州在文明有礼的浸润里，

是和合文化的圣地。台州的山、水、美食，

都已浸润在山海水城的文化里，融入了最

日常的烟火气息中。

未来，台州将发挥文化和山海资源的

优势，大力推进世界美食之都、“台州1号

公路”、浙东唐诗之路“一都两路”建设，在

旅游业态丰富、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服务

质量等方面努力取得新突破，向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快步迈进。

太阳升起，2024年从山海水城“启

航”，台州的城市发展、文旅发展也将借势

“启航”。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山海水城新年借势“启航”

连日来，成群反嘴鹬在连云

港沿海栖息觅食，迎着冬日暖阳，

成为冬日里一道美丽的风景。近

年来，当地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沿海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为鸟

儿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和适宜

的生活环境，前来栖息的鸟类种

群和数量越来越多。

司伟 摄影报道

新年伊始，消费盛宴如约而至。在提

振消费的大背景下，日前无锡发布《无锡

市全力打造“美食之都、购物天堂”加快培

育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围绕建设开放商圈格

局、营造活力商业氛围、融汇多元复合生

态、擦亮特色美食印记、打造舒心消费环

境等5大方面，提出30项具体任务。计划

用3年时间把无锡建设成为消费市场活

跃、美食特色鲜明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行动计划指出，到2026年无锡全市

预计新建各类商业项目不少于100个，引

进太古、K11、香港置地等头部商业运营商

不少于20个，新增重点品牌不少于200

个，总投入不低于1700亿元。“未来三年，

无锡将打造一批特色商业街区、重点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着力营造国际

化消费环境，以此来稳固消费稳中向好基

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更强动

力。”无锡市商务局副局长钟渊介绍。

首店经济是激发城市商圈活力的重要

引擎。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以来，无锡

全市已有超300家各类首店。“未来无锡还

将大力吸引国际名品优品，出台支持品牌

首店发展的配套措施，鼓励新品首发、首

演、首赛、首展等活动。预计到2026年全

市首店将增长至500家。”无锡市投资促进

中心主任陈萍介绍。此外，《2023无锡首

店发展报告》《无锡商圈发展趋势与展望》

等报告相继发布，无锡市境外旅客购物离

境退税代办点正式启用。

“精细鲜甜”的无锡菜是全国十四个

著名帮菜之一，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太湖饮

食文化。无锡小笼、酱排骨、梁溪脆鳝等

特色美食更是享誉中外。在打造“美食之

都”方面，行动计划提出要“一手深挖本土

美食滋味、扩大‘锡帮菜’美食IP影响力和

名人效应，一手壮大精致餐饮规模，培育

新型美食形式”。据悉，2023年无锡共引

进“米其林”品牌餐厅3家，获评“黑珍珠

餐厅”3家。2024年，“黑珍珠餐厅指南发

布暨颁奖盛典”将落地无锡，“我们将以此

为契机，争取更多餐厅入围黑珍珠、金梧

桐、米其林，办好本地特色餐饮活动，不断

刷新锡城美食的国际影响力”。陈萍介

绍，到2026年无锡预计将有约45家“黑珍

珠”“金梧桐”“米其林”品牌餐厅，成为实

至名归的“美食之都”。本报记者 黄于悦

居家服务、生活购物、

社区健康小屋……惠老服

务一卡搞定！近期，在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执委会指导下，上

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

善两区一县人社部门联合

签署《示范区居民服务一

卡通和长三角敬老通共建

共享合作框架协议书》，这

是长三角地区首个落地的

“敬老通”合作协议，将助

力示范区在公共服务和社

会发展方面加快推进“同

城待遇”。

《框架协议书》约定，

至2024年底，将形成示范

区内“一卡通用”的老年人

用卡场景，实现清单“数字

共享”、政策“一网通晓”和

服务“一网通办”新格局。

这标志着“一卡通”建设进

入率先实现“同城待遇”深

水区，引领数字长三角公

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进入快

车道。协议签署后，两区

一县将依托各自特色，协

同开发更多的老年人同城待遇场景。

近年来，示范区执委会会同两省一

市人社、公安、交通、文旅等部门，率先在

示范区实现以社保卡为载体的居民服务

“一卡通”，283万示范区居民可便捷享

受公交出行、图书借阅、景区优惠、医保

结算等公共服务。

“敬老通”聚合多类优待老年人服务

于一体，场景包括居家服务、生活购物以

及社区健康小屋等，将成为数字长三角

的一张新名片。在嘉善县魏塘街道谈公

社区的智慧健康小屋，老年人还可以刷

卡进行智能体检和长三角健康云的诊疗

预约，老年人也能畅享同城服务的数字

化便利。

“以前，在嘉善看病都不能看，坐公

交也不能享受优惠。”2009年，钱仲华从

上海退休回到嘉善，生活上遇到了诸多

不便。如今，他可以通过上海社保卡，在

嘉善县享受各类同城优待，这让他欣喜

不已：“现在，我用卡去图书馆借书都可

以，如果乘坐公交车还可以享受敬老通

政策。”

下一步，执委会将会同两区一县持

续加大社会民生事业投入，进一步提高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自主式道路交通

控制与安全项目启动系列活动日前在苏

州市吴中区举行，围绕智能网联汽车领域

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智能网联汽

车相关技术与应用创新生态等方面进行

分享和探讨，致力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的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研发新高地、场景

应用示范新标杆。

智能网联汽车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突破口。作为吴中区打造智

能网联产业的核心板块，苏州太湖国家旅

游度假区依托太湖生态岛车路协同基础

设施及应用场景优势，聚焦项目培育与车

辆测试示范等关键环节，着力构建独具太

湖特色的智能网联产业链、生态圈，扩大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影响力。

现场，由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

心及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牵头的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端网云一体化道路交通

全要素智能控制技术”和“自主式道路交通

系统安全保障技术”项目签约启动，至此，

苏州智能网联产业由区域测试验证迈入技

术业态升级、生态加速构建的新阶段。

“端网云一体化道路交通全要素智能

控制技术”项目面向“人工驾驶”与“机器驾

驶”混合通行管控需求，依托新一代通信技

术与智能网联大数据环境，构建智能交互

控制新技术体系，研发新终端、新应用、新

平台，将在智能网联环境下形成可借鉴、

可推广的新技术体系，打造数字化控制新

模式。“自主式道路交通系统安全保障技

术”项目集成开发安全保障服务平台，构建

车、路、云协同一体的交通系统安全保障服

务测试环境，搭建复杂环境感知类、交通规

则执行类和行为干预决策类示范应用场景

并在苏州市应用示范。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落户苏州吴中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聚“链”成“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