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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记者钟俪） 9月 15
日，2023广东时装周-秋季在广州开
幕。作为本届时装周的重要一环，当天
晚上，“盛泽织造 飞粤绽放”区域品牌
趋势发布惊艳亮相，全面展现“盛泽织
造”区域品牌的建设成果和盛泽纺织全
产业链的强劲实力。区委常委、盛泽镇
党委书记沈春荣，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
协会执行会长刘岳屏等出席活动。

沈春荣在现场作盛泽织造产业推
介。沈春荣说，盛泽打造了纺丝、织
造、印染一条龙产业链，真正实现了从

“一滴油到一匹布”“从一根丝到一个品
牌”。其中，盛泽推出了“盛泽织造”

区域品牌，成立了时尚纺织设计师协
会、品牌促进会，打造了“盛泽织造”
品牌馆，吸引更多国内外优质时尚资源
集聚。沈春荣表示，期待更多人加入，
将“盛泽织造”打造成更具全球影响力
的产业品牌，助推中国纺织、东方时尚
在全球舞台大放异彩。

刘岳屏在致辞中说，盛泽作为中国
重要的丝绸纺织品生产基地和产品集散
地，一直以来都以丰富的纺织资源和卓
越的制造能力闻名于世。广东是服装产
业大省，对纺织品需求巨大，因此，广
东与盛泽有着天然的产业协作基础，两
地服装人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和良好的贸

易往来。希望广东与盛泽“以布为
媒”，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优势互补，
助推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现场，吴江区盛泽镇人民政府与广
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供应链协同发展
战略合作启动。今后，双方将深化产业
融合，推动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为两
地纺织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
持和保障。

在随后的发布秀上，20家盛泽知
名面料企业将全球流行趋势与强大的设
计能力、先进的科技面料完美融合，带
来了一场美轮美奂的时尚盛宴，其作品
涵盖功能科技类、差别化纤维、真丝醋

酸、时尚通勤、优雅新中式、运动户外
等多个领域。

据悉，广东时装周始于2002年，是
中国三大时装周之一。2023广东时装
周-秋季将举办新品发布、品牌订货、
时尚展览、经贸交流等50余场官方主题
活动，全方位展示纺织服装产业的时尚
魅力。

本届时装周期间，“盛泽织造”区域
品牌联合盛泽33家品牌面料企业，通过
流行趋势发布、品牌静态展等方式，实
现市场化零距离对接，进一步推动产业
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推进两地纺
织产业高质量发展。

“盛泽织造 飞粤绽放”区域品牌趋势发布亮相广东时装周

助推中国纺织在全球舞台大放异彩

本报讯（融媒记者陶陈峰）白墙黛
瓦，古朴庭院，幽幽园廊……9月13
日，记者在位于震泽古镇的杨嘉墀故居
修缮工程现场看到，经过5个月的精心
施工，目前工程主体已完工，故居已重
现昔日简约古朴的建筑风貌。

杨嘉墀故居是震泽古镇一处重要的
名人旧居，位于底定街32号，始建于
民国时期，现存有两进楼厅，建筑面积
约480平方米，2008年被列为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杨嘉墀在这里出
生成长，后进入震泽丝业小学接受新式
教育。直到1932年，杨嘉墀随父母迁

居上海，他在这里度过了充实而美好的童
年时光，为他今后励志求学、成才报国奠
定了扎实基础。

随着岁月变迁，故居建筑年久失修，
出现了屋面漏雨、内部格局改变、墙面剥
落、门窗破损等情况。震泽镇副镇长吴可

嘉表示，“杨嘉墀是中科院院士、杰出的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是震泽的骄
傲，开展杨嘉墀故居修缮工作，对于大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

2022年以来，震泽镇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杨嘉墀故居修缮工作，多次实地走
访调研，组织专家召开方案评审会，深入
听取杨嘉墀后人意见和建议，力求做到尊
重历史、修旧如旧、恢复原貌。今年 4
月，杨嘉墀故居修缮工程正式启动，目
前，房屋屋面、大木构架等主体结构施工
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内部装饰和水电施
工，即将接受竣工验收。

“旧宅焕新，精神永续。我们预计在
10月上旬完成杨嘉墀故居布展工作，通过
做好故居活化利用，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后
人奋发学习、报效祖国。”吴可嘉说。

旧宅焕新 精神永续

杨嘉墀故居修缮工程主体竣工

倾力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最江南”样板区
（上接01版）拥有优良的生态
环境本底和丰富的农业文化遗
产。突破传统的行政边界约
束，以相互有机联系的环长漾
乡村片区为整体，制定统一的
发展目标定位，整体策划发展
路径，统筹片区乡村发展资
源，可以更好地探索实践一条
统筹联片的新时代鱼米之乡

“最江南”样板区乡村振兴发
展路径。

在苏州科技大学科技产业
处处长、博士生导师、环长漾
规划师范凌云教授看来，环长
漾片区的规划，最重要的是突
出了其战略定位——“中国·
江村”的引领性。范凌云说，
作为一个大IP，以“中国·江
村”的内蕴肌理引领环长漾片
区规划，一方面彰显了片区独
特性与世界辨识度；另一方面
充分凸显了规划理念的提升，
接续费孝通教授“志在富民”
的理念，通过资源整合、跨域
联动、组团发展的规划思想，
研学的产业定位，目标打造城
乡融合推动共同富裕的乡村振
兴的示范样板。

“当时，我们通过资源的
挖掘、与其他江南地区鱼米等
传统特色的比选，提出‘中
国·江村’发展定位，为环长
漾片区塑造了一个具有可识别
性、全球闻名的特色品牌。”
范凌云说，规划以“稻米+”
为基，以“研学”为核，整合
片区资源，形成一二三产联动
发展；利用“江村”的人气流
量，燃爆整个片区经济发展。

在2022年11月17日印发
的《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 苏
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建设
环长漾新时代鱼米之乡“最江
南”样板区的实施意见》中，
环长漾片区的区域范围涵盖三
镇一街道的19个行政村和1个
社区，面积也扩展至74.42平
方公里，共计打造“一心两带
四区”格局，“一心”即中国
江村；“两带”即太湖桑基鱼
塘（塘浦圩田）带、长漾桑基
鱼塘带；“四区”即江村片
区、庙港老镇与更新片区、渔
耕水韵片区、蚕桑稻米片区。

“这个规划的指向，就是
想把环长漾片区当作向世界展
示中国乡村的活态窗口。”张
进军说，这也延续了“江村”
这个符号的功能和意义。

连片发展，功能分区

根据吴江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的统计，环长漾片区共有
182个自然村，目前区域内累
计成功创建了众安桥村谢家
路、开弦弓村开弦弓、庙头村
后港、齐心村香洞湾4个省级
特色田园乡村，在建震泽三扇
村小港上和七都陆港村陆家
港、爃烂村姚家港3个特色精
品乡村。

“在环长漾片区规划出台
前，我们就开始注重特色田园
乡村的打造，这也为实施规划
打下了基础。”区住建局村镇
科科长陆瑜说，吴江还将不断
扮靓田园水乡风貌、提升田园
乡村品质、挖掘田园水乡内
涵，重点打造环长漾片区特色
乡村集群。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这是农耕文明理想中的桃花源
的样子。规划建设前的环长漾
片区，一些村之间的道路并不
相通。道路不通，连片也就成
了空话。约23公里“稻米香
径”的建设，不仅打通了村与
村之间的断头路，让内部循环
更通畅，也将横扇街道、七都、
震泽、平望四地穿珠成链。

“每个片区都有相应的发
展定位。”张进军说，比如七
都镇，就是以“江村”为核、

“溇港”为引，弘扬江村先贤
故事、缫丝创业历史，完善产
学研深度合作机制，打造研学
旅行胜地。开弦弓村本身就有
深厚的社会学研学基础，随着
苏州科技大学引入的“海峡两
岸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联合毕
业设计”活动、“江村1936·
南园”的开园迎客等，开弦弓
村的研学业态更为多元，并与
江村文化礼堂、足迹民宿、江
村Club、江村小书斋、小清
河景观步道等一批特色文化节
点相互呼应、形成联动。

与七都镇的定位稍有不
同，震泽镇以“湿地”为韵、

“丝绸”为线，致力于发挥湿
地资源禀赋，用好蚕桑技艺，
打响丝绸品牌，拓展水韵桑田
内涵；平望镇以“古桑”为基、

“康养”为聚，培育田园农事体
验、休闲观光等农文旅新业态，
做优田园康养文章；横扇街道
以“渔耕”为题、“太浦”为脉，扎
根太浦河和塘浦圩田肌理，融
入麦弓钓等传统渔耕技艺，传
承江南渔作文化。

项目带动，融合前行

项目建设是牵动工作的
“牛鼻子”，同样也是环长漾片
区加速呈现新时代鱼米之乡

“最江南”样板区的助推器。
环长漾片区重点项目共43

个，涵盖国土空间优化工程、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特色
田园乡村建设工程、生态农业
协同发展工程、农文旅联动发
展工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
展工程等6大工程。目前，43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20.09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7.86亿元，
截至8月中旬，年内完成投资
5.89 亿 元 ，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10.99亿元。

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工程为例，该工程包括桑基鱼
塘行动、智慧数字文保管理系
统两大方面共8个项目。平望
镇古桑研学桑基鱼塘项目是桑
基鱼塘保护发展规划中的重要
节点之一，目前已经完成。

“我们重点围绕得天独厚的桑
蚕历史文化和古桑保护资源，
无缝衔接长漾里农文旅资源，
全力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最
江南’样板。”平望镇副镇长
沈瑜说，接下来，平望还将进
一步优化周边生态环境，将农
业文化遗产与现代农业有机结
合，提升项目显示度、村民幸
福度、游客体验度，助推乡村
全面振兴。

苏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王
俊说，环长漾片区是江南塘浦
圩田、桑基鱼塘乃至蚕桑丝绸
文化的典型代表区域。她认为，

“融合”是环长漾片区最显著的
特征，“目前的规划，体现了环
长漾片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
特点；同时，由于涉及不同的乡
镇、街道，它也是跨域融合发展
的一个典范；环长漾片区有不
少年轻人从城市回流，城乡融
合的特点也十分明显。”

王俊认为，通观环长漾片
区的重点项目，既能看到水乡
的美景，也能体会到整个江南
农耕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
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回顾江南
经济从古至今的演变形态，以
及近代以来由蚕桑丝绸文化所
带来的江南经济的繁荣。“这就
是我们所追求的生活，不仅环
境美，有文化，有历史，经济繁
荣，生活富足，环长漾片区就是
理想中的江南。”王俊说。

苏州市吴江区第十四届体育运动会开幕
（上接 01 版） 参赛人群覆盖全区各行
业，参赛年龄从8岁至70岁，涵盖学
生、老年人、残疾人等六个组别，彰显全
民全运；三是办赛布局更全，本届区运
会引入全域布局概念，除主城区作为承
办地外，还在其他有条件的区镇安排
了单项比赛项目，把赛事延伸到基层
一线的街头巷尾，做到全域参与、统
筹办赛。同时，结合全年体育工作安
排，本届区运会将做到与重点赛事相
融合、与“全民全运”相融合，塑造
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开幕式还结合苏州湾骑行大会，
以“体育+娱乐”模式，将绿色低碳、
文体旅融合、潮流运动融入骑行运
动，倡导全民低碳环保的绿色出行理
念和健康生活方式。来自苏州各地的
自行车运动爱好者相聚太湖边，随着
一声令下，骑行队伍整装出发。浩浩
荡荡的队伍行驶在 4 公里专业赛道
上，尽情领略城市生态之美，感受运

动健身之乐。
开幕式上，各区镇代表队和机关

代表队挥舞旗帜，以昂扬的精神面貌
彰显出吴江以体育事业提振全区干事
创业“精气神”的蓬勃力量。现场，
运动员代表、裁判长代表庄严宣誓。

近年来，吴江区持续完善场馆设
施、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积极培育品
牌赛事，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
活动，让市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足，使全民健身的健康生
活、向上精神在吴江涌动不息。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戴丹在致
辞时表示，在“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运精神感召下，吴江将
把盛会带来的激情转化为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豪情，扎实推进体育
强区建设，为展现“创新湖区”“乐居
之城”现实图景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区领导汤卫明、孙俊良、沈卫芳
等参加活动。

讲规范的直播带货才能行稳致远
（上接01版）直播电商有着巨大的发展空
间，但在直播带货野蛮生长的同时，需要
从业者和相关职能部门提高警惕，履行社
会责任和监管职能，共同维护直播电商网
络环境。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钟情于直播带
货？直播带货给顾客带来了更直观、更真
实的购物体验。在直播间内，观众不光可
以看到产品实际的使用效果，还可以提出
诸如看看背面、翻出来看看、折一折等要
求，主播也可以随时翻看弹幕回答观众的
问题，高互动性让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质量
和特点了解得更加细致。

带货直播间还会在直播时发放各类优
惠券，价格通常比该品牌旗舰店更低。

“感觉捡到漏了”的满足感，让部分受众
对直播带货趋之若鹜。当然，也有人看直
播是因为购物时的从众心理，“这么多人
买这个东西，质量应该不会差吧”“卖得
这么火爆，再不抢就没了”……诸如此类
的心态，让直播电商的销售数据节节攀

升。
直播电商创新性地在降低销售商运营

成本的同时，给予了消费者相比传统电商
更好的购物体验，让经济出现了新的增长
点。但另一方面，直播带货不光让实体产
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更多的考验，也给
直播电商的运营和监管提出了新要求。自
2016年国家广电总局制定首个网络直播监
管政策以来，相关部门在网络直播领域已
出台十几个专项管理文件。

直播带货是新业态，一时间风光无
两。相比传统电商，直播带货在互动性、
用户黏性、数据分析和品牌效应等方面有
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最终前景如何，
仍需要从业者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不断探
索，巨大市场的背后亟待社会责任和用户
服务的深度落实。销售厂商认真审查，带
货主播规范言行，职能部门协同监管，多
方协力，才能共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和消费体验，让直播带货行稳致
远。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新泉）为营造
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9月17日，吴
江区“广电5G”杯少儿朗诵大赛决赛
在湖滨华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
行。在经历前期的海选、初赛、复赛
后，40名小选手突出重围，进入当天
的决赛。

现场，小选手们个个信心满满。舞
台上，他们用真挚动人的情感、声情并
茂的表现，展现了吴江少年儿童较高的
朗诵水平，也表达了他们对语言文字学
习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朗诵结束
后，放下紧张情绪的他们，又安安静静
地坐在观众席上，认真观摩其他选手的
表现。

经过激烈角逐，花港迎春小学学生

崔坤泽和松陵小学学生易昊辰分别获得
少儿组和少年组一等奖。

“因为太紧张，所以最后一句话没
说好，但总体发挥我还是很满意的，最
终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份荣誉不仅
属于我，也属于培育我的学校和老
师。”易昊辰说。

在很多家长看来，能站上决赛舞
台，就已经达到了锻炼的目的。“孩子
从初赛、复赛，再到今天站上决赛舞
台，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新朋友，
一起交流、互相学习，在老师的指导
下突破自我、不断进步，这样的经历
是弥足珍贵的。”选手秦歆来的家长
说。

图为比赛现场。 （黄新泉摄）

“突破自我、不断进步，这样的经历是弥足珍贵的”

“广电5G”杯少儿朗诵大赛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