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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时，曾表示，要“打好长江保护修复的持久战。始终坚持‘生

态立岛’，努力把崇明世界级生态岛打造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大保护的重要标志”。

花博会开幕式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在致辞中说道：

“本届花博会在上海举办，是对上海加快建设令人向往的创新

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的有力推动。”

在崇明区委书记李政看来，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粒粒沙子，

在长江口聚沙成岛，形成美丽的崇明。如今崇明的发展，每一

天都是新的。“我们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努力实现‘蝶变

十四五，建设新崇明’。”李政如此说。

“花开中国梦”，首次在岛屿上、首次在乡村里、首次在

森林中举办的国家级花事盛会，让崇明不仅仅成为上海人口口

相传的城市后花园，更成为国人热议的打造中的世界级生态岛。

世界级生态岛的建设，又推动着上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国际大都市建设。

作为长江文化的龙珠，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以及长兴岛、

横沙岛，之所以有今天的模样，亦之所以能畅想更美好且绿色

环保的未来，是因为二十年约定。这二十年，崇明人民“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世界级生态岛雏形初现……

关上厂门，按下直通未来之键

城桥镇的万里牌电吹风、远东阿里斯顿冰箱，崇明电器四

厂的葵花牌电扇，崇明农业机械厂的方方洗衣机、浪花洗衣机，

堡镇电器厂生产的调温电熨斗，号称“崇明制造”的“五大金刚”。

特别是中国内地首条进口冰箱制造流水线曾设在崇明城桥镇北

门路上，远东阿里斯顿冰箱一时间成为当时中国家电市场的紧

俏商品。

当年的远东冰箱厂机修组组长王事凡回忆：“冰箱票紧张，

500 块一张，自己的亲戚，包括自己家属、身边人都托我买！”

那时候，厂里充满机油味的车床，咔哒咔哒运转的流水线，和

工人们不停拧螺丝的双手，都是崇明很多人一辈子的记忆。

凭着改革开放后在制造业上闯荡出的一番天地，“村村点

火、镇镇冒烟”，1992 年，崇明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46.68 亿元，

位列全国百强县中的第 50 位。与此相伴的，崇明产品也屡屡获

得当年的机械工业部部优、上海市市优产品称号。如果在制造

业上继续深耕，崇明会不会发展得比如今更好？

没有什么如果。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化，全国各地办起家电企业的地方

越来越多，家电不再凭票供应。特别是面对家电行业后起之秀

的地区，崇明当时的工资成本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曾任崇明发

展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陆一先生如此说：“当时就感觉交通成本

太高。我们崇明的产品大多要运到岛外销售，需要的原料又都

要从岛外运进来。当时一个集装箱的成本就得增加 900 元，这

样的竞争，我们是无法开展的。”

丁振新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如今在崇明区发改委工作的

他，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那时候的崇明，面临着选择发

展路径之难，是真正的阵痛。一方面，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因

为岛屿本身的劣势，造成成本比其他地方高。另一方面，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