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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麦果飘香。6 月 1 日至 3 日，

由中新社国际传播集团、中共宿迁市委宣

传部主办，中新社国际传播集团江苏分公

司承办的“2023 行走中国·海外华文媒体

聚焦中国酒都宿迁”活动成功举行，来自

五大洲的十多家华文媒体走进中国酒都宿

迁，亲身感受宿迁良好生态环境、新兴产

业优势、优惠投资政策、强劲发展后劲，

以他们的视角向海外推介宿迁，展示中国

酒都的独特魅力。

历史悠久的“中国白酒之都”

提到宿迁，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酒。

这座位于江苏北部的城市，酒是其独特城

市名片。宿迁的酿酒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隋唐，悠久的酿酒历史彰显着宿迁酒文化

的厚重底蕴。宿迁坐拥“三河两湖一湿地”，

堪称“苏北水乡”。该市的白酒产区洋河

新区位于白洋河与古黄河的交汇处，处于

淮水系中轴核心，这样的水域环境，在全

省乃至全国白酒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绵柔醇厚，浑然天成。”2 日上午，

在洋河酒厂酿酒车间，华文媒体采访团一

行饶有兴趣地观看酿酒流程。日本《中文

导报》总监欧阳乐耕深抿一口美酒，不禁

陶醉其中。“入喉就如一团火，细品却又

绵柔回甘，好酒。”

浑然天成的水源、气候、土壤、空气

以及微生物菌群生态环境，让宿迁成为中

国著名的白酒产地，也是世界著名的酿酒

中心之一。“洋河”“双沟”两大中国名酒、

6 个中国驰名商标，让宿迁“特产”从江

苏一隅走进千家万户。2019 年 3 月，宿迁

获评“中国白酒之都”，成为名副其实的

酒都。

产业兴旺、创新发展的现代城市

除了传统的酿酒产业，宿迁还是一座

产业兴旺、创新发展的城市。建市以来，

该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 31.9 倍，位居全

国 70 强，成为长三角地区发展速度最快、

综合实力提升最明显的地级市之一。

6 月 2 日，在位于宿迁苏宿园区的长

电科技 ( 宿迁 )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

台台智能生产设备有序生产，生产线实现

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每个车间仅有

几名工人在不时查看设备。

“宿迁优越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

强大的发展后劲坚定了我们企业发展信

心。”长电科技 ( 宿迁 ) 有限公司部门经

理王仅说，公司注册资本 10.9 亿元人民币，

是一家集半导体、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

等产品的研发、封装、测试与销售为一体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随后，采访团一行来到宿迁市宿城区

激光产业园，该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翟利

民介绍，宿城区激光产业园于 2016 年初

启动建设，以“华东光谷、智造之芯”为

定位，以“百家企业、百亿产值、百名人才”

为目标，全力营造“政策最优、成本最低、

服务最好、效率最高”的营商环境，不断

完善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聚。

“电商名城”城市名片愈发闪亮

“宿迁将电商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先导产业，倾力打造‘电商名城’。

如今，宿迁吸引了京东、百度、小米、当

当等数十家知名企业落户，拥有全国最大

的商务呼叫中心，带动聚合了电商企业2.68

万家、网店数量超 10 万，吸纳就业人数

达 60 万人，平均不到 9 人中就有 1 名电

商相关从业者。”在宿迁京东农业科技示

范园内，华文媒体采访团一行听了相关负

责人的介绍，连连感慨于这里的年轻与活

力。

截至 2022 年底，宿迁共有 1 个国家级、

4 个省级电商示范基地、36 个电商集聚区；

2022 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2200 亿元，增

速连续三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 1 月

至 4 月，完成电子商务交易额 835 亿元，

同比增长 12.8%……“电商名城”的崭新

城市名片愈发闪亮。

3 天时间内，华文媒体采访团走访了

古老的项王故里，品尝了绵柔醇厚的洋河

美酒，感受了“电商名城”的青春活力，

看到了宿迁新型工业的蓬勃发展……“宿

迁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城市。西

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推翻暴秦，霸王别

姬的爱情故事千古传唱，项羽亲手栽下的

老槐树沐浴两千多年风雨依然郁郁葱葱。”

马来西亚《亚洲时报》执行董事张嘉宙称，

如今宿迁更是一座产业兴旺、创新发展的

城市，“有机会一定还要来看看”。刘林

品美酒论英雄话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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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媒体聚焦中国酒都宿迁

逛湖荡赏非遗话产业 海外华文媒体点赞“建湖有戏”

       九条大河蜿蜒而至，交汇处形成一个

如碧莲盛开的美丽岛屿，四面芦苇丛生，

鸥鹭戏水……6 月 6 日，参加“2023 行走

中国·海外华文媒体盐城建湖行”活动的

嘉宾们，被眼前的秀美风景惊艳到了。

　　“2023 行走中国·海外华文媒体盐城

建湖行”活动由中新社国际传播集团主办，

中新社国际传播集团江苏分公司、中共盐

城市建湖县委宣传部承办。来自五大洲的

十多家华文媒体代表一起踏访这个位于苏

北里下河腹地的水乡，感受“淮杂之乡”

温馨的民俗风情和精彩的非遗文化。

　　“难得一见的生态美景”

         建湖九龙口是一处潟湖型湿地。蚬河、

林上河、钱沟河等九条自然河道汇集于龙

珠岛，犹如“九龙捧珠”。这里是江苏省

保存最大、最完整的古潟湖遗迹原貌，面

积 7000 公顷，其中，九龙口国家湿地公

园大约 660 公顷。

　　华文媒体采访团一行走进九龙口国家

湿地公园，午后的阳光虽然刺眼，但公园

内绿树浓荫，水流潺潺，犹如世外桃源般

凉爽宜人。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在九龙口

湿地，能够净化水质的芦苇是占绝对优势

的水生植物。除了茂盛的芦苇，这里还广

泛生长着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

菱、莲等水生植物，与芦苇共同为多种动

植物营造了理想的栖息环境。

         泛舟水上，只见天光云影，水天一色。

芦苇丛中不时飞出一两只体型较大的白色

水鸟，空阔的水面上亦有一群群野鸭追逐

嬉戏，对于驶过的游船已是司空见惯。据

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九龙

口的核心区域水质清澈，符合国家Ⅱ类水

质标准。丰盛的水草、鱼虾等，为水生动

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里常年生活着数

以万计的野鸭、鸬鹚等水鸟，“鸟中大熊猫”

震旦鸦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等

66 种珍贵野生鸟类均将此处作为生息繁衍

的乐园。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诗里的美景走进了现实，而我走进

了画里。”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记者

刘娇娇用诗意的语言赞美九龙口，“我要

用手中的笔、相机记录这些难得一见的生

态美景，向海外华侨华人朋友讲述建湖的

美好。”

　　马来西亚《亚洲时报》执行董事张嘉

宙用“美丽、美好”来定义九龙口，他说，

九龙口是建湖好生态的一个缩影，湖、荡、

河、渠遍地，“水”“绿”生态特色叠加，

这是建湖独特的生态红利。

　　据了解，2019 年，九龙口成为盐城市

首家获批的国家湿地公园。如今，九龙口

国家湿地公园全面开展湖荡湿地生态系统

保护工作，大力开展退耕还湿、退圩还湖

等工程，努力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

定性、持续性。

　“在文化传承、文化表达上很有
新意”

　　夜幕降临，位于九龙口河岸边的淮剧

小镇热闹起来，大型多维实景沉浸式秀演

《小镇有喜》准时上演，建湖的国家级非

遗淮剧和杂技巧妙地融合在演出中。

　   建湖是“淮杂之乡”。近年来，建湖

以国家级非遗淮剧和杂技为依托，以文华

大奖淮剧《小镇》为蓝本，原景再现剧中

十八个节点，打造了生态为本、文化为魂、

文旅融合、非遗传承的新型文旅地标——

淮剧小镇。

　　淮剧小镇的前身，是有着 600 多年历

史、淮剧发祥地和兴盛地的“沙庄古村”。

淮剧小镇遵循“修旧如旧、建新如旧”理念，

对原有 500 余户居民原址安置 200 余户，

保留村落生活气息，形成了“村在荡中，

荡在村中”的独特空间风貌和“戏在村里，

村在戏里”的特有精神特质。

  　“姑母叫我小花郎，我头浇冷水透心

凉……”在淮剧小镇沙庄戏苑，华文媒体

采访团一行聆听了传统淮剧《珍珠塔》选

段，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淮剧表演，赢

得大家拍手叫好。

　　淮剧小镇也是展示建湖杂技的大舞

台。“建湖杂技”以柔美婉约为主，至今

已经有 2000 多年传承发展史。作为建湖

的文化名片，建湖不断加强“建湖杂技”

的活化传承和品牌打造，注重技术更注重

艺术，用杂技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

　　在淮剧小镇，剧情与现实、传统与现

代交织，各种淮剧秀演、民俗表演随时都

海外华文媒体走进盐城大丰
赏“多彩湿地”

      洋河酒厂工人在酿酒。 宿迁市委宣传部供图

         航拍大丰荷兰花海景区。(资料图)

                     盐城市大丰区委宣传部供图

能让游客参与其中。藕粉圆子、恒济大鱼

圆、芦叶茶……华文媒体采访团一行品尝

了富有水乡特色的美食，点赞美食是建湖

另一张“有味道的名片”。

　  “当地政府很用心，在文化传承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罗马尼亚《欧洲侨报》

社长高进表示，他走访过很多文化小镇，

感觉建湖淮剧小镇非常有特色，“在文化

传承、文化表达上很有新意”。

　　“点绿成金，建湖有戏”

　　在集水产养殖与加工、渔业休闲与观

光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江苏

正源创辉有限公司内参观，犹如走进了一

座渔业公园。数十个水池内，扑腾的鮰鱼

不时激起水花。

　　据建湖县恒济镇政府相关人员介绍，

正源创辉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项目总面

积 1.5 万亩，主要包括循环水生态养殖区

1000 亩、生态大闸蟹养殖区 3500 亩、稻

( 藕 ) 田综合种养区 4500 亩、高效设施渔

业养殖区 6000 亩，被列为国家生态农业

循环经济项目。

       这里做足“生态 + 效益”文章：引进

池塘循环水生态养殖技术，将传统池塘“开

放式散养”改进为循环流水式“圈养”，

实施高密度、零污染、低用药水产养殖，

养殖的“冲浪鱼”俗称“跑步机”上的鱼。

该项目每个水槽 110 平方米 2.5 米深，可

投放 1 万尾鮰鱼苗，每立方水体产量超过

100 公斤，是传统养殖的 4 倍至 5 倍。

　　华文媒体采访团一行认为，将传统池

塘“开放式散养”改进为循环流水式“圈

养”，这样的生态养殖模式很先进，能够

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

机统一。

　　近年来，建湖还将绿色发展理念还融

入产业发展之中，围绕绿色产品、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等方面构建绿

色制造体系，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在江苏润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华文

媒体采访团走进智能化无尘车间内，观看

自动导引运输车穿梭不歇，一件件光伏组

件产品陆续下线的场景。据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润阳光伏建有 15 条高效 PERC

电池生产线，电池转换效率达到 23.5%，

新产品良率达 95% 以上，处于行业领先水

平。该公司还与晶科、隆基、阿特斯、环

欧国际、天合、东方日升等光伏龙头企业

合作，电池出货量位居全球前三。

　　既远离油田，又不靠大型钢企的建

湖，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石油装备制造基

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 560 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建湖县鸿达阀门管件有限公司是其中

代表。作为三大石油央企的一级供应商，

鸿达公司生产的阀门等数百项产品应用于

国内大小油田。

　　据了解，建湖县高端装备、新能源、

电子信息三大产业占规上工业比重已提高

到 72.5%，主导地位越来越牢固，体现了

不断提升产业“含绿量”的鲜明导向。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高进说，

“以绿色筑底，建湖的高质量发展画卷会

越来越生动，点绿成金，建湖有戏！”

                                       顾名筛 谷华 孟啸

          航拍淮剧小镇。(资料图)    建湖县委宣传部供图

         雄性麋鹿展开“鹿王争霸”大赛。(资料图)   盐城市大丰区委宣传部供图    

6 月 4 日至 5 日，由中新社国际传播

集团主办，中新社国际传播集团江苏分公

司、中共盐城市大丰区委宣传部承办的

“2023 行走中国·海外华文媒体盐城大丰

行”活动举行，来自五大洲的十多家华文

媒体走进盐城大丰滩涂湿地，看麋鹿争霸，

观百鸟翔集，感受盐城黄海世界自然遗产

核心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大丰境内海岸线达 100 多公里，孕育

了麋鹿、珍禽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麋鹿的故乡，江苏大

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简称“大丰麋

鹿保护区”) 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野

生麋鹿种群数量最多、麋鹿基因库最丰富

的自然保护区，麋鹿种群数量约占全球的

70%。

1986 年，39 头麋鹿漂洋过海重回黄

海之滨安家。30 多年来，大丰麋鹿保护

区通过引种扩群、行为再塑、野化放归，

让麋鹿数量完成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嬗

变。得知大丰麋鹿保护区截至今年 5 月底，

新生仔鹿存活 1040 头，麋鹿数量已增至

7840 头，野生麋鹿种群数量达 3356 头，

爱尔兰《爱尔兰华人报》副社长周瑞琮由

衷点赞：“太了不起！大丰为人类拯救濒

危物种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进入 6 月，大丰麋鹿保护区内“硝烟

弥漫”，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大赛如

期上演。数千头雄性麋鹿陆续进入新一轮

发情交配的高峰期，它们将通过激烈的竞

争夺取唯一的交配权。第一次见识到这种

动物界奇观的澳大利亚《塔州华人报》社

长唐咏北说，麋鹿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

们能够在大丰这片广袤的滩涂上茁壮成

长，得益于保护区科学的管理措施和对生

态理念的不懈坚持。

2019 年，盐城黄 ( 渤 ) 海候鸟栖息地

成功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填补了中国滨海

湿地类型遗产空白。为了让更多民众能够

近距离欣赏到雄阔的黄海，从 2020 年起，

大丰沿南起川东新闸、北至王港新闸的海

岸线，打造一条总长约 25 公里的观海廊道。

道路两侧设置若干观海、观鹿、观鸟及下

滩节点。

“看，那边飞来几只白色的大鸟，好

漂亮啊！”在观海廊道川东港湾不远处的

观鸟平台上，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记

者刘娇娇透过高倍望远镜看向远处的滩

涂，被众多觅食的鸟儿吸引住。不仅如此，

她还惊喜地发现滩涂上有一群群野生麋鹿

在奔走，“这里的生态真好，珍禽异兽安

祥繁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简直就是一

幅幅精美的大片。”

源于中国民族实业家张謇聘请荷兰水

利专家特莱克来大丰兴修水利的历史，大

丰于 2013 年建成荷兰花海。景区内种植

郁金香 3000 多亩、300 多个品种、3000 多

万株，是目前国内郁金香种球产量最大、

现代化程度最高、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郁金香种球国产化研培基地。

走在充满荷兰风情的大丰荷兰花海景

区，马来西亚《亚洲时报》执行董事张嘉

宙表示，这里随处可见风车、奶牛、郁金

香等浓郁的荷兰风情元素，能够极大地增

进广大游客对荷兰的了解，通过郁金香的

芬芳，感受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一行在荷兰花海

还沉浸式欣赏了著名导演王潮歌打造的

《只有爱》戏剧幻城作品。大家纷纷表示，

“戏剧 +”“文旅 +”双向破壁的精彩演绎，

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感，也成为

当前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之作。

风从海上来，吹来无限生机。近年来，

大丰依托广袤无垠的黄海滩涂资源，发展

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全力打造长三角一体

化产业发展基地新能源科创园。以金风科

技、中车电机等企业为龙头，大丰已形成

整机及相配套的电机、叶片、海缆、塔筒、

机舱罩、叶片成套芯材等研发制造及运维

服务的产业链条，海上风电全产业链生态

圈初步形成。

据悉，“十三五”期间，大丰全区海

上风电规划容量 415 万千瓦，约占江苏的

30%、盐城的 50%，成为江苏打造“海上

三峡”名副其实的主战场，有力诠释了“中

国风电看海上，海上风电看大丰”的行业

共识。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对大丰风电产业的

前景充满期待。张嘉宙说，大丰依托充足

的风光资源和厚实的产业基础，在绿色低

碳发展中不断开辟新路径，能够将生态资

源价值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金山银

山”。                                   顾名筛 谷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