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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鞋企创新布局+政策护航双线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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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在上海 制造在镇江

国货硬核突围 拒绝半价陷阱
反复升级的美国关税加征政策，给我

国外贸企业带来严峻挑战。近日，温州一
鞋企强势拒绝美国客户趁机提出“半价拿
货”的视频，冲上热搜。视频里，鞋企总经
理态度坚决，“中国人脊梁骨要正，这时候
半步都不能退！”视频外，企业积极转型，
布局全球市场，探索中国品牌升级突围之
路。同时，一系列“真金白银”的奖励和补
助政策相继出台，助力温企“摆脱困境”。

拒绝美客户“半价拿货”
视频里的温州德赛集团已从事鞋类

外贸30多年，海外出口占比超70%，其中
美国市场占三分之一。去年底，该公司美
国生产线订单已排到今年6月，却被近期
美国关税加征政策搅得全线停摆。
美国客户趁机想用关税当“砍价刀”，

逼着中国企业亏本贱卖，“你们已经生产
的订单货物放着也是库存，不如半价卖给
我们。”公司总经理张文杰果断回绝：“就
当损失了一个客户，我们再找企业客户就
是了。这时候美国品牌的压力大于中国

制造，中国企业一定要万众一心挺下去。”
大快人心的回绝，背后是“中国制造”

的硬核实力。走进位于温州瓯海经济开
发区的德赛集团有限公司，繁忙的生产销
售场景映入眼帘。车间里，工人动作娴
熟，加紧赶制订单；直播间里，主播卖力介
绍，“出口转内销”的鞋款受到好评。
“这次关税影响，我们有两条产线直

接停摆，但我们反应速度很快。”公司董事
长余荣岳介绍。当美国客户还把积压库
存当软肋时，德赛早已开始全球化布局。
“今年虽然美线业务下滑了，但欧洲

线订单增长了超30%，南非、中东等新兴
市场的加入也填补了美国订单下滑的缺
口。”张文杰说，有技术、有科技、有效率、
有供应链沉淀的“中国制造”在市场上颇
具竞争力。“美国加税短时间会对企业造
成困扰，但从长线来说，就算没有美国市
场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随着自研科技的
加入，如今的“中国制造”早已不再是“廉
价代工厂”的代名词。手握“高弹性透气
健康鞋底”“可变鞋跟”等30多项专利技术

的德赛，几年前就开始布局自主品牌，转
战国内市场。目前内销占比已提升至30%，
成为某电商平台男鞋品类的头部品牌。
工作间隙，张文杰参加了不少温州鞋

企行业会议，“温州企业是很团结的，听不
到太多抱怨，讨论的都是方法。”他说，接
下来企业将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升
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上的不可替代性。

政策助企业“摆脱困局”
应对美国“关税大战”，单靠企业积极

自救是不够的。4月16日，温州市商务局
出台2025年温州商务领域市级产业政策，
发放一揽子“政策包”助力温企应对困境。
“温货温出”拼箱可获最高奖励100万

元，对接金华平台中欧班列给予全程铁路
运费10%，境内外贸易救济案律师费最高
补助150万元……围绕促进消费、拓展内
贸、企业“出海”三方面，推出18条政策，其
中既有对此前政策的调整，又有应对当前
形势推出的新政策，通过“真金白银”的奖
励和补助为温企注入产业升级的强心剂。

“政策包”还鼓励企业提升自有品牌
影响力，助推中国品牌做大做强。对新获
浙江出口名牌、新获评省级跨境电商出口
知名品牌称号的企业，分别奖励15万元；
对新获评省级跨境电商园的园区，奖励运
营主体30万元……
为助力企业积极布局国际市场，增强

抗风险能力，“政策包”对温企参加国际性
展会的支持力度不减。企业参加市政府
培育期（5年）内的自办展给予展位费全额
补助；已举办5年以上的自办展和“一带一
路”、RCEP国家的重点国际性展会展位费
给予80%的补助……
此外，“政策包”还为温企出海保驾护

航。投资建设、新获批国家级和省级境外
经贸合作区的温企，可分别获得奖励投资
200万元、100万元。对温
州企业、行业协会参加境
内外贸易救济案件应对
活动发生的律师费，给予
70%、最高150万元补助。

本报记者 黄于悦

近日，“未织之境”·三都乡艺术助推乡
村振兴活动暨“织”美术馆首展活动在浙
江省松阳县三都乡松庄村举行。活动创新
“艺术家+村民”共创模式，吸引了国内外
知名艺术家、非遗传承人等百余位嘉宾，
见证传统村落与当代艺术的深度交融。
“织”美术馆（见图）由村内一幢三层

民居改造而成。建筑师借鉴传统布匹编
织原理，为原本的建筑“织入”丝丝缕缕
“双色纱线”格栅，构筑出灵透的外立面，
跳脱出传统夯土房的形态，又与整个村
落和谐共生。

“织”美术馆首展主题为“未织之境”，
展出了8位国内外艺术家与当地村民共
创的13件作品，涵盖竹编、棕编、畲族彩
带等非遗技艺，融合了装置、摄影、综合材
料等当代表现形式，作品灵感、取材都源
于当地。《等青雨》是装置艺术家陶佳丽的
作品，她从村民家中的竹蒸笼中获得灵
感，采用重复聚合的方式让作品呈现不一
样的美。意大利籍艺术家OrlandoDaga
则采用在松庄村采集的箬叶来创作作品。
活动现场，艺术家、非遗传承人邀请

村民共同参与艺术共创，利用麦秆、竹篾、

棕榈叶等原生态材料，进行“共织”体验。
松庄村的“新村民”、丽水市文化特派

员孙培分享了“编织松庄新生活”案例，讲
述她和村民以织造技艺为切口，实施“山
野共织”全球艺术家驻留计划，鼓励艺术
家走进松庄与村民共创作品的故事。“我
想让织造成为松庄村独特的‘文化IP’，让
村民真正感受到艺术给他们带来变化。”
松庄村的文化发展路径是松阳传统

村落活态传承发展的典型案例。近年来，
松阳积极探索传统村落的活态传承发展，
创新实施“拯救老屋行动”“艺术家入驻乡
村计划”，建成了一系列乡村公共文化空
间，吸引大量艺术家、文创客走进乡村“培
植”文化，让村民成为文化赋能参与者，共
享物质与精神共富。 本报记者 吕倩雯

在“最云端”度假是一种怎
样的体验？近期，位于浙江台
州的括苍云径（天际之城）项目
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中。项目依
托临海括苍山的自然美景与稀
缺景观，以“度假住宿+户外体
验+山顶观光”为方向，打造长
三角地区的避暑度假、运动探
索与休闲打卡胜地，为游客带
来前所未有的云端旅游体验。

括苍云径（天际之城）项目
规划总面积15.15公顷，总建筑
面积约3.04万平方米。该项目
包括14个子项目，覆盖括苍山
山门、山腰、山顶三大片区。除
了硬件设施的建设，项目还注
重数字化越野服务系统的搭建
和景观提升等软实力的打造。

项目依托“云海、日出、星
空、雾凇、风车”五大特色景观，围
绕“徒步、溯溪、越野、露营、骑
行”五条旅游主线，重点发展高
山观光度假、休闲游乐、运动露
营等旅游功能，建设内容包括
各类旅游配套服务设施、高端
度假酒店、高空无动力乐园以
及星空图书馆等网红项目，为游
客提供集观光、度假、休闲、游乐
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胜地。

在项目的山门施工现场，
挖土机轰鸣运转，土方开挖工
作有序进行，工人正进行地下
车库外墙钢筋绑扎作业，整个
施工现场紧张而有序。
“目前山门停车场正在进

行主体工程施工，基坑支护和
桩基基本施工完成，整体土方
外运了3000方，主体施工完成
了30%，预计2025年10月完
工。”括苍云径项目EPC工程负
责人介绍，山门停车场总建筑面积约
5000平方米，可停放机动车约300辆，目
前山顶核心区域正在开展土石方工程作
业，预计2026年国庆前全部建成开放。

括苍云径（天际之城）项目旨在打造
长三角“最云端”的避暑度假地、浙东南
最天际的运动探索地、大台州最浪漫的
休闲打卡地。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接待
游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创造就业岗位
200余个，为长三角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注
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镇江地处长三角“中心地带”，是宁镇
扬一体化、南京都市圈“左右逢源”的“桥
梁”。如何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
遇，构筑发展高地？4月20日，在镇江市
委、市政府主办的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海）座谈会上，镇江提出，学习上
海、接轨上海、服务上海已成为镇江融入
大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带动下，近年

来，沪镇经济融合度持续提升，产业合作
形成有效衔接、协同发展之势。比如，航
空航天产业是“沪镇融合”代表性产业。
以上海商飞的C919大飞机为例，镇江提
供了约90%的舱内饰件、50%的铝材、50%
的复合材料结构件和10%的零部件，及通
航运营、职业教育等配套服务；上海第二
机床厂、上海铸造厂上世纪80年代迁至
镇江，成长为镇江百亿企业、农机行业龙
头企业沃得集团；鱼跃、大亚、美乐等在上

海设立了研发总部；丹阳多家眼镜企业与
上海依视路深度合作，共同擦亮“丹阳眼
镜”的产业名片……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海及周

边地区共有29个亿元以上项目落户镇
江，涵盖“四群八链”主导产业，累计总投
资189.41亿元。科创协同方面，镇江持续
加强与上海的密切合作，主动融入长三角
科技创新共同体、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
设，积极对接上海科技创新资源。目前，
镇江与长三角合作共建的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超120家，与上海地区共建的超
30家。平台载体方面，沪上高校、科研院
所携手镇江企业协同创新好戏连台。威
腾电气与上海电力大学携手成立“研究生
工作站”，在科学研究、研究生培养和技术
教育等领域展开合作，拓展职业技术培
训、师生实践教育平台、联合科学实验平
台的建设；联合上海科技大学，中节能太

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研发高效钙钛
矿/晶硅叠层太阳能电池，极大提升光伏
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大幅降低光伏发电
成本，增强相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过去三年，上海已成为镇江项目来源

最多的城市，每年新签约项目数占比都在
10%以上，这得益于沪镇之间产业契合度
比较高。”镇江市委书记马明龙表示，镇江
将充分发挥生态、人文和综合成本等比较
优势，主动对接上海产业、人才资源，做好
上海相关产业配套。希望依托沿沪宁产
业创新带建设，发挥好企业、科研院所和
各类载体作用，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
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探索“科创飞
地”，合力打通“政产学研金介”创新链条。

近年来，镇江以“江河交汇”的天然禀
赋，全面融入上海“一小时经济圈”，主动
承接沪上产业转移和创新溢出，“龙头在
上海，配套在镇江”“研发在上海，制造在
镇江”“孵化在上海，转化在镇江”格局日
益凸显。这场跨越300公里的“双向奔
赴”，是对历史合作脉络的延续，更是面向
未来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探索。

本报记者 唐闻宜

乡村长出“艺术”
村民成为主角
浙江松阳“织”美术馆举办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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