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思北 施雨岑 张晓洁

“我们是一家在北京成立的科技公司，致力

于为各国企业提供创意、产品以及科技解决方

案……”在 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
光”博览会的一处展台前，来自葡萄牙的参展商

费尔南多正忙着向观众介绍公司业务。

“我明年还会来！”在这里，首次参展的费

尔南多很快就达成了不少合作意向，他欣喜

地说，“中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很

快，市场机遇也很多，我对公司的发展前景充

满信心。”

11月 8日至 10日，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
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举办。作为其中的一

项重要活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吸引了来

自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80余家中外企业
线上线下参展。展馆里，交流分享、洽谈对接、

示范演示的火热场景不断上演，成为中国数

字经济生机勃勃的生动缩影。

这是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举办的第

十年。

十年数字之光袁 让小镇激荡数字经济浪
潮袁数字民生之光温暖千家万户要要要
乌镇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从 2014年的

12家增至如今的 1000多家；“乌镇之光”超算
中心正式纳入国家超算中心序列，算力水平

进入全球前十；乌镇院士之家已吸引 50多位
海内外院士入驻，以院士智慧叩开“院士经

济”之门。

产业互联网、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加速与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深度融

合，在乌镇，数字生活无处不在、触手可及。

“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成就、在人工

智能等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为其他国家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多次受邀

参会的“非洲互联网之父”尼·奎诺表示。

十年小镇蝶变袁 让世界看到中国数字经
济发展的广阔前景要要要
“太神奇了！”第一次参会的安东尼奥·弗

里索利对乌镇的美丽风光与创新精神印象深

刻。

“中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基础设施，不仅

是物理基础设施，还有网络基础设施。这里真

的有很多机会，不仅是在市场方面，而且是在

创新和发展方面。”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可穿戴

机器人企业联合创始人期待着中意两国在人

工智能、数字化等方面有更深度的合作。

有人说，中国特别擅长搭建桥梁。乌镇，

正是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和数字经济交流合

作的一座桥梁。

2014年到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参会
嘉宾累计近 12000人次，覆盖 172个国家和地

区。今年的乌镇峰会，吸引了来自全球 126个
国家和地区的 1800多名嘉宾参会，国别数创
历届新高。各方在对话交流中促进共商，在务

实合作中推动共享，形成了一系列理念成果、

共识成果、技术成果、合作成果。

从乌镇的小桥流水眺望远方袁 中国与世
界的 野双向奔赴冶 正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中上
演要要要
从 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

球服务贸易峰会的“中国将坚持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到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上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八项行动，再到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

机遇的姿态始终坚定。

时代潮流浩荡前行。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表示，未

来，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将坚持创新发

展、坚持普惠合作、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望

相助，不断将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

序网络空间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让互联网

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人类更加

美好的未来。

11月 10日，以“同心·同行·赢未来”为主
题的海峡两岸（马鞍山）经贸合作交流暨市台

协第五届理监事大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举

行。国台办经济局二级巡视员涂雄，安徽省台

办主任刘泉，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马鞍山

市政协主席吴桂林等出席会议并致辞。马鞍

山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芳出席会议

并为市台协第五届会长、监事长颁发任职证

书。

马鞍山市政协主席吴桂林在致辞中表

示，当前，马鞍山市正锚定习近平总书记赋予

的打造安徽的“杭嘉湖”、长三角的“白菜心”

新发展定位，坚持以制造业为“纲”，带动三次

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建设现代化“生态福

地、智造名城”，离不开广大台商台胞的参与

和支持。这次大会，为台商台胞认识马鞍山、

了解马鞍山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马鞍山扩

大两岸合作提供了难得机遇。希望大家多把

更多资源推荐给马鞍山，把更多项目布局在

马鞍山，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马鞍

山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全面落

实惠台利企的政策措施，为在马台商台胞创

造最好条件、提供最优服务、营造最佳环境，

让大家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生活舒心。

安徽省台办主任刘泉在致辞中表示，近

年来，安徽抢抓长三角一体化的最大机遇、势

能和红利，正处于厚积薄发、动能强劲、大有

可为的上升期、关键期。安徽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要求，作出打造“三

地一区”、建设“七个强省”的部署安排，为台

商台企投资安徽、升级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和广阔空间。马鞍山市是南京、合肥经济圈

“双圈城市”，区位优势显著。市委、市政府一

直高度重视马台交流合作，对台经贸合作成

效明显，涌现了华孚精密、绿德电子等一批优

秀台资企业。相信本次会议将为促进台商台

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皖台经贸合作，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发挥积极作

用。安徽省台办系统将依托“贴心服务助台

企”等品牌活动，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惠台助企

政策措施，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率

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安徽发展机遇，扩大皖台

经贸合作，深化融合发展。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在致辞中表示，

全国台企联将一如既往地和马鞍山台协一起

为台商在马鞍山持续发展，为两岸经济交流

合作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国台办二级巡视员涂雄在致辞中表示，

国台办经济局一如既往支持皖台、马台经济

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广大台胞

台青、台商台企在打造安徽的“杭嘉湖”、长三

角的“白菜心”中找准定位，共同发展。关键时

候，大家要用实际行动表达出严正立场，同

心、同行、赢未来。

来自台湾相关协会代表，全国台企联及

长三角、广东、陕西等地台协会代表及签约项

目代表等共约 240人参会。会上，推介了马鞍
山市投资环境，举行了 5个项目的签约仪式，
还邀请了部分台商代表及企业作主旨演讲。

近 5年来，台胞台企来马投资兴业新增
总投资额累计到达 150多亿元。目前，200多
家台企落户马鞍山，近 500名台商台胞在马
鞍山扎根发展，华孚科技、绿德电子、乔崴进

机床、茂迪集团、旭淄机械、井得集团、斯米

克集团、台泥集团、唐盛集团等一批台湾著

名企业均在马鞍山投资设厂，行业涵盖精密

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精细化工等多

个领域。

(俞振华 胡智慧冤

■ 郭方达 栗雅婷

古为退海之地，今处“津滨双城”间的“黄

金走廊”，天津市东丽区从农旅“汇集区”发展

到产业多元的科技“涵养地”，折射的是企业

创新成果持续落地的发展大势，也是地方优

化产业结构、构筑发展新动能的缩影。

瞄准高端产业融入区域合作大潮

一块硕大的黑色材料板，仅需两根手指

就能轻松拿起，材料上规则的纹路在灯光下

隐约可见。“轻量化的材料，对于航空航天、海

洋工程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天津爱思

达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常方

说，这些轻巧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企业的拳

头产品。

天津爱思达是一家专注于航空航天碳纤

维复合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自创办之初便

走上了“快车道”。成立不过五年多，企业已参

与到一批航空航天项目当中。

“利用北京航天人才高地进行前期设计，

天津市与河北省则发挥生产优势。”丁常方认

为，企业的发展与东丽区积极融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密不可分。

“今年，爱思达在天津准备扩建 127亩的
二期生产基地，又在海南规划了新的产业基

地。跨区域协作的不断深化，使得企业的辐射

范围愈加扩大。”公司总裁季宝锋说。

今年 9月，天津东丽区与北京经开区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重点围绕新能源智能汽车、

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推动产业链延伸布局，

完善协同配套政策，落地京津冀协同发展项

目累计超 800个。
东丽区副区长连欣表示，近年来，东丽区

通过强化区域合作共建，搭建产业链对接平

台，组建招商服务中心，引育先进生产要素等

方式，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47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 28%。

培育梯次产业格局

近年来，东丽区通过企业专利数据，摸排

科技含量高的种子企业，对重点培育对象精

准施策、定向培育、细化分类建档，为后期规

划企业科技发展方向提供依据。

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创新主体持续

壮大，仅以东丽经开区为例，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数量就从 2019年的 84 家到本年度的
195家，增幅达 132%，涌现出了金桥装备、荣
力电子、基卡机器人等一批持续研发创新、不

断取得新突破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东丽区科技局局长吴彦楠表示，下一步，

东丽区还将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现与

河北工业大学等国家创新资源协同，联合开

展科技攻关，持续加强科技型企业培育，完善

梯度成长培育体系，提升区域科技型企业品

牌效应。

发力转型升级踏上绿色智慧新路

火花飞溅，机器轰鸣，新天钢集团天钢公

司的生产车间里，炽红的钢材在产线上不断

前进。

节能减排、绿色低碳成为企业不断的追

求，企业提出“环保投入不受上限”的理念。

“三季度我们引入了 2400万度绿电，总用电
量中有 65%都来源于自发电。”新天钢集团
天钢公司能源环保部部长何增晓说，通过引

入域外绿电、推动高炉工艺换代升级等方式，

企业的能耗指标近年来不断优化，多项绿色

技术走在行业前列。

能手撕，能叠飞机，对折 10万次不断裂，
这是新天钢集团最新量产的“手撕钢”，它是

航空航天、新能源、电子通信等领域的关键材

料。

从能叠飞机的“手撕钢”，到核电安全使

用的钢绞线，新天钢集团在技术研发领域势

头更足，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绿色科技为钢铁等传统行业不断赋能，

企业改变了发展路径，也为其在节能减排技

术上提供了储备。

环境改善了，钢铁厂变身“生态园”。新天

钢集团天钢公司、联合特钢公司两个景区正

式成为 3A级景区，并对公众开放。
如今，东丽区制定了“绿色低碳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东丽将始终坚持把服务做在企业

最关键、最急需的地方，努力为企业营造稳定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东丽区委书记

贾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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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Economy

结 婚 启 事
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淫
陈浩彬先生与李蕊女士于

2023年 11月 14日结为夫妻遥
愿修百年之好袁共赴白首

之约遥 悲喜共享袁进退共鸣遥
特此登报遥
敬告亲友袁亦作留念遥

■ 王阳

“网络改变生活”，这句刷在墙上的标语，

对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农民来说，是过去十

余年“触网”经历的浓缩。一根网线，一台电

脑，让以往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农民，坐在

自己家里就可以与世界相连。

曾经躺在贫困县名单里的曹县，有了农

村电商的新名片，完成了乡村振兴和县域经

济的“逆袭”。菏泽如今已成为全国拥有最多

“淘宝村镇”的地级市，这里的村庄见证着一

场中国式的“电商奇迹”。

购物节里的电商小镇

“亲，这是刚推出的新款马面裙，我一会

儿穿上给大家展示一下。”“儿童的款式很多，

一会给大家过款！”“3、2、1，上链接！”……
“双十一”前夕，走进位于曹县安蔡楼镇

的有爱云仓汉服基地，各式汉服、演出服装、

儿童服饰应接不暇，主播们的声音此起彼伏。

从清晨 5点多，到凌晨 3点左右，有爱云
仓汉服基地 30位主播每天要在大型电商平
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 60场直播。
为应对“双十一”销售高峰，有爱云仓负

责人李字雷专门提前备好 1.5万条马面裙，他
带领 20人的小团队每天协调、运营、调货，手
机一刻不离手，忙得不亦乐乎。

在别人看来，生于 1987年的李字雷“爱
折腾”。2012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李字雷决
定返乡创业。他说：“家乡曹县的产业基础给

了我付诸实践的机会，发展电商直播等新销

售方式正好可以发挥我的优势。”

“博士哥”胡春青也是曹县“逆流”返乡的

青年之一。虽然很多老乡不理解他放着博士

学位“不用”，但在他眼中，家乡蓬勃发展的电

商产业值得一搏。

经过几年打拼，胡春青还获得一个新身

份：曹县汉服协会会长。他告诉记者，汉服走

红以后，订单突然“井喷”让他们这些汉服电

商从业者意想不到。今年 1月至 10月，曹县
汉服销售额达到 63.7亿元，同比增长 59%，创
造历史新高。

自 2009年 11 月 11日开始的一年一度
“双十一”网络促销活动，至今已成为中国电

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

“最近几天，电商企业已经从备货、销售

转入发货、运输的高峰期，乡镇的快递物流网

点都增加了人手。我们为了保障全县电商平

稳运行，还专门下发通知要求镇街和有关部

门全力保障电力、通信、运输等‘双十一’期间

电商大促活动中企业的需求。”曹县电子商务

服务中心主任张龙飞说。

目前，曹县生产的汉服占据全国汉服市

场四成份额，成为中国最大的汉服生产基地。

拼多多平台数据显示，全国汉服销售排名前

2000的网店，1200家来自曹县。

“草根”创业点燃电商之火

曹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鲁豫两省八县

交界处，户籍人口 175万，是山东人力资源大
县。这个传统农业县工业基础薄弱，背井离

乡、外出务工是当地人的生活常态。

大集镇丁楼村的任庆生也曾是“打工大

军”的一员。“我去山西下过煤窑，也在淄博当

过电工。”他说。

2009年，任庆生夫妇凑钱买回一台电脑，
开了全村第一家网店。刚开始，一连好几个月

没有一单生意，夫妻两人十分沮丧。

经过数月努力，电脑突然发出“叮咚”声

响，生意来了。第一笔订单来自广东，任庆生

卖了 36套批发来的影楼服装，赚了近 600元

钱。这对于当时的他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丁楼村有制作演出服饰的传统。随着“任

庆生开网店挣了钱”传遍全村，“在网上卖服

装”的生计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村民开始纷

纷开网店。

此后，从影楼服饰转向儿童演出服装，从

“什么样式火模仿什么”升级为创品牌、搞原

创；从家庭小作坊到设公司、开工厂、聘用大

学生……任庆生带领村民蹚出了一条农村电

商之路。

看到曾经的贫困村丁楼村富了，周边村

庄纷纷效仿，“淘宝村”迅速遍地开花。从 2013
年 2个淘宝村发展到如今的 176个淘宝村，
从 1个淘宝镇发展到 21个淘宝镇，“一店带
一户、一户带一街、一街带一村、一村带一镇、

一镇带全县”的曹县电商发展新模式逐步形

成。

与丁楼村一街之隔的孙庄村原先没有一

盏路灯，村路泥泞不堪，如今却是灯火通明、

环境整洁。十几年前，看到电商致富的效应

后，村干部立即走村入户鼓励支持老百姓买

电脑、开网店，并在村内建起服装辅料市场，

使得演出服饰产业链条在孙庄迅速延伸。

目前，孙庄村 760多户家庭中有近 600户
开有网店，注册了 200多家服饰公司，孙庄村
2014年以来连续 9年被阿里研究院授予“中
国淘宝村”。

张龙飞说，正是农民的草根创业、全员参

与，十多年间曹县演出服产业迅速发展，以家

庭为单元，形成了精细完备的市场分工。大集

镇、安蔡楼镇及周边乡镇方圆 5公里内，集聚
了制版、布料、裁剪、印花、缝制、成衣等所有

配套。这为汉服产业“爆发式增长”奠定了基

础。

电商“重塑”贫困乡村

“90后”曹县大集镇村民孙国办了一场充
满“电商元素”的婚礼。这天，娶亲的车是装扮

统一的送货电三轮，迎亲的队伍是他们开网

店认识的小伙伴，而女方陪嫁是两个“4钻网
店”。

不少曹县人向记者讲述了互联网为农村

带来的改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电商前景吸

引大量青年返乡。

“00后”曹县青年任佳俊今年刚从山东济
南一所高校的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毕

业，曾获得多家电商企业的签约意向，但最终

还是决定返乡与父辈一起干电商。用他的话

说，这是因为“家乡产业发展快”。

据不完全统计，当下在曹县从事电商产

业的高学历人才有数名博士、近百名硕士、近

万名大学生。

“随着大批青年返乡，留守儿童、留守妇

女、空巢老人的问题迎刃而解，一家人欢聚一

堂其乐融融的现象越来越多。”任庆生说，一

些“光棍多”“老人多”“留守儿童多”的“三多

村”变成了无一例刑事犯罪人员、无一例留守

老人、无一例留守儿童的“三无村”。

34岁的返乡硕士研究生任安莹这样谈起
村风之变：以前，没打工的人窝在家里，扯闲

话、搬是非，闹得鸡飞狗跳；现在，家家两眼一

睁，忙到熄灯，哪还有空扯闲篇儿，关系和谐

多了。以前，婆婆媳妇兜里空空，一分钱“捏出

水来”；现在，儿媳赔着笑脸，求婆婆带娃、做

家务，自己忙着直播……

记者走在深夜的曹县，乡镇街道、县城夜

市依然人来人往；10年前只有十几辆汽车的
村庄，如今汽车激增到三四百辆。在农村墙面

上，曾经的“不恋家乡三分田、外出打工挣大

钱”“一人外出打工、全家脱贫致富”标语，早

已被“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回家淘宝”“网上开

店卖天下，淘宝服饰富万家”所取代。

村庄里的“电商盛事”

在曹县安蔡楼镇有爱云仓汉服基地，女主播在为顾客视频选购汉服。 郭绪雷 摄

从农业“汇集区”
到科技“涵养地”

海峡两岸（马鞍山）经贸合作交流会成功举行

“我明年还会来！”
———从乌镇十年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信心

11月 7日，“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境外展区的参展商代表在洽谈区交流。 黄宗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