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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老板娘”到 AI 主播，从五金小家电到新能源产
品，从货物出口到供应链服务，被称为“世界超市”的义乌市场
新业态、新模式迭出。11月24日至27日，以“新起点、新市场、
新发展”为主题的第28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标准）博览会
在浙江义乌举行。在这里，新兴领域“中国制造”汇聚一堂，万
种商品吸引全球客商目光。

在义乌市场发现“流量密码”
“大家好，我是义乌老板娘。”身着蓝色旗袍的“数字老板

娘”正在义博会现场热情地招呼客商，这个AI技术打造的“老
板娘”可以为客商介绍产品、协助下单，让大家充分感受到市
场经营模式和业态的变迁。

今年恰逢义乌市场建设 40周年，货郎手摇的拨浪鼓、针
头线脑、发条玩具……走进义博会“义乌小商品故事”展，一批
老物件勾起了大家的回忆，观众惊奇地发现这些不同年代的

“爆款”原来都出自义乌。
镜头聚焦回现在，今年的流量明星无疑是“义乌制造”的

足球、奖杯、徽章等世界杯周边商品。作为卡塔尔世界杯官方
授权的纪念品足球生产商之一，让义乌奥凯体育用品有限公
司创始人吴晓明更自豪的是，公司成为“竞赛用成年足球”浙
江制造标准的起草单位。

义博会至今已举办28届，义乌也从40年前的“马路市场”
发展成为汇聚全球210万种商品的“世界超市”。一个个爆款产
品的背后，让义乌小商品走向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中国制造
的强劲动能、持续推进的对外开放、便捷可靠的供应链服务。

升级供应链 疏通国际贸易堵点
疫情影响下，义乌市场积极探索，建立适应当下新贸易模

式的供应链体系。为此，本届义博会新设供应链展区。
“从国内集拼货品到美国消费者签收，我们只需 13 天，

比传统海运快得多。”浙江盈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业务总经
理程生林介绍，公司自主开发的云端物流数字系统，实现了
客户下单到货品签收全流程数字化和可视化。瞄准跨境电
商市场，将传统海运的“港到港”模式升级为“门到门”一站式
服务，2021 年浙江盈和服务万余个跨境电商卖家，带动贸易
额超 13亿美元。

浙江托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深耕印度市场，开辟“托尼
专线”品牌。“以前我们是物流企业，如今更像是中印物流多式
联运的设计师。”该公司经理杜跃刚介绍，公司在义乌布局了
万余平方米的云仓，可为卖家代发货并提供海运、空运双清等
服务，帮助中小微企业打通物流堵点。目前，已覆盖95%在义
乌采购的印度公司。

11月25日，定位全球数贸中心的第六代义乌市场正式开
工，该市场整合数字技术优势，为商户提供供应链、资金链、物
流和仓储等全方位服务。浙江省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
记王健表示：“数字贸易改革是义乌当下的最大变量，也是市
场创新发展的最大增量。”

布局新能源 在市场上感知产业风口
“世界超市”义乌市场是全球贸易的风向标，这从义博会

首次设立的新能源主题展区就可以窥见一斑。义博会上，多
家当地头部光伏企业参展，数家新入驻义乌的新能源企业也
在此集中亮相。

“光伏产品在塞内加尔很有市场，我们那边阳光充足，适
合发展光伏发电。”在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商晶澳太阳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展位前，塞内加尔客商穆哈马杜正饶有兴致
地和参展商交流。晶澳华东区销售总监韩国庆介绍，高品质
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在海外需求旺盛。

“义博会是公司开发新客户、寻求新发展的平台。”河北高
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外贸部负责人朱卫琴说，被义乌光伏
光电产业集聚区所吸引，企业今年6月在义乌设立了办事处。

近年来，义乌市积极打造光伏光电产业集群，汇聚了晶科
能源、天合光能、东方日升、爱旭等光伏头部企业，形成了较完
整的产业链。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 10个月，义乌出口
太阳能电池价值263.1亿元，同比增长247.4%。

“目前，义乌市场的新能源应用产品已形成一定的经营群
体，经营主体数量超过 600户。”义博会新能源展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瞄准新能源市场需求、立足自身优势，义乌国际商贸
城正在积极打造全国新能源产品展示交易的专业市场。

古语云“闽在海中”，福建是海洋资源大省，有着
“耕海牧渔”的悠久传统。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提出，要“像重视耕
地一样重视海域，像抓粮食生产一样抓海洋开发，把
加快经济发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延伸”。

大黄鱼住进“健身房”，鲍鱼南下北上成了“旅行
家”，古老的海边“石头厝”成了“金窝窝”……走进今
日福建沿海，看到的是一幅与时俱进的“海上田园”
图，听到的是一曲欢快悠扬的渔歌新唱。

锚定向海图强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新气象的
背后，是福建省委省政府久久为功经略海洋的思想和
行动自觉，是海洋产业升级和科技助力的生动实践，
是百姓富、生态美和谐并进的新时代发展答卷。

精耕细作“海上田园”
太阳刚刚升起，闽东霞浦县松山街道的海上紫菜

养殖区已是一片繁忙。沙塘街村渔民林瑞波刚收获
满满一船新鲜紫菜。“今年紫菜长势不错，按现在每斤

‘头水’鲜菜 4 元的行情，一船就能卖 4 万多元。”林瑞
波说。

“养殖户年收入 10万元以上很常见，同样是种菜，
比陆地上效益强多了。”沙塘街村支部书记魏韩文介
绍说，以前种紫菜靠缆绳和竹竿，现在陆续换成环保、
耐用的玻璃钢撑杆，“菜园子”升级改造，让紫菜质量
和产量都上了一个台阶。

万顷碧波可耕田。在霞浦 2.89 万平方公里的海
域上，迄今开辟出 40余万亩海洋牧场，这里春有海带、
夏有生蚝、秋有紫菜、冬有海参，一年四季都有大黄
鱼。2021 年，霞浦县养殖水产品总产量 47.9 万吨，产
值达到 127.6亿元。

11月 9日，满载着 3万笼鲍鱼的“闽连渔运 60599”
运输船从山东省荣成市出发，驶向“中国鲍鱼之乡”福
建省连江县。连江鲍鱼从无到有历经 30多年发展，目
前总养殖量约占全国三分之一。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鲍鱼分会执行会长吴
永寿介绍，鲍鱼较为娇嫩，对环境、水温要求高，近年
来连江县的鲍鱼养殖探索起“南鲍北养”模式，即在春
夏之交到北方“避暑”，在秋冬之际再回到温暖的南方

“过冬”。
“这样养出来的鲍鱼生长速度更快、成活率更高、

产量更大，还可以规避夏季南方台风、赤潮带来的风
险。”吴永寿说。

在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湾海域，仰卧着一座近 2000
平方米的橄榄球型钢构设施，这正是大黄鱼的“新
家”——“振渔 1 号”现代化深海养殖平台。这里利用
风电装置可让养殖网箱 360 度翻转，实现仿野生环
境。渔民因此打趣说，这是让大黄鱼住上了“健身
房”。

福州力美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福安介绍，
“振渔 1 号”是智慧养殖平台，这里配备了 4G 基站、高
清摄像头、海水质量检测设备等，养殖户能通过手机
App实现“线上养鱼”，只要两三个人，就可以养殖数以
万计的优质深海大黄鱼。

福建拥有 13.6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逾 3700公里
海岸线、125处大小港湾，向海而兴具有独特优势。从
上世纪 90 年代开启“海上福州”建设到今天打造更高
水平的“海上福建”，福建牢记向海发展的嘱托，一张
蓝图绘到底，海洋经济从近海、浅海向远海、深海不断
拓展。2021年，福建省海洋生产总值超 1.1万亿元，保
持全国前列。

“海洋+”业态拓宽发展新路
北港，福建第一大岛平潭岛上一个有着 300 多年

历史的小渔村。这里倚山面海，一座座依山而建的
“石头厝”造型各异、色彩斑斓，置身其间，仿佛穿越到
童话城堡。

10 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全村 1300
多人只剩 100多人留守。乘着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的
东风，通过“现代化+原生态”的改造，现在的北港成了

近悦远来的特色文创主题村，传统民居“石头厝”成了
旅游市场上抢手的“海景房”。

“海还是那片海，‘靠海吃海’的方式却完全变
了。”村支部书记陈松柏感慨道，以前村民祖祖辈辈打
鱼为生，渔业资源衰退后只好外出谋生；现在家家户
户忙着搞旅游，村里环境变美了，街巷变热闹了，老百
姓变富裕了。

在霞浦的沿海，时常能见到端着“长枪短炮”的摄
影爱好者。511 公里曲折的海岸线和 265 万亩浅海滩
涂，造就了这里“云兴霞蔚、樵村渔浦”的人间胜景，让
霞浦获得了“滩涂摄影圣地”的美名。

名气和人气上升后，当地民宿业如雨后春笋般勃
兴。据统计，霞浦县目前共有各类乡村民宿（客栈）
400 多家，客房近 6000 间，年接待游客量达 50 多万人
次，年营业额近 2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近 2万人。

一批新兴职业应运而生。霞浦县三沙镇东壁村
村民杨雪香 2006年在一位摄影师的邀约下开启了“渔
模”新职业，在镜头前展示撒网、挑担等渔家生活，每
月有几千元的收入。“现在来霞浦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前几年我盖了新房，开办了摄影民宿和餐馆，收入的
渠道越来越多元。”杨雪香说。

在霞浦县沙江镇沙江村，返乡创业青年张序剑
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展现家乡滩涂风光和父亲的赶
海生活，逐渐发展为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张序
剑乘势开设“赶海父子”直播间，销售家乡特色海产
品。

“2021 年我们直播间卖出 1000 多万条大黄鱼，全
部海产品线上销售额达 1.2 亿元，今年又新建了一个
3000多平方米的大黄鱼加工厂，准备向直播供应链拓
展。”张序剑说。

从一船一网到海上牧场，从向海要地到借海生
“金”，福建明确提出做大做强做优海洋经济，全力打
造海洋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福建省“十四五”
海洋强省建设专项规划》提出，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 8%以上，到 2025 年基本实现海洋强省建设目
标。

蔚蓝家园走向富美和谐
在霞浦县溪南镇猴屿码头，记者登上当地渔民林

立颜驾驶的快艇，前往七星海域采访。海上碧波荡
漾，蓝色塑胶渔排整齐地分布在宽阔的航道两侧，渔
船和快艇畅游其间，激起阵阵浪花。

五年前，记者在这片海域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
象：连片的渔排拥挤不堪，泡沫网箱等海漂垃圾充斥
海面，腥臭难闻的气味让人掩鼻。环境恶化的后果不
仅殃及渔业生产，也让外地游客大倒胃口。

海上渔业养殖的繁荣，富了一方百姓，但“无序、
无度”扩张给部分海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压力。近
年来，福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为指引，积极
践行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从严管海、科学治海、系
统护海，在更高起点上追求百姓富、生态美的和谐并
进。

海漂垃圾整治成为其中重点。2019年，福建在省
级层面出台了近岸海域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提出在沿海各地成立海漂垃圾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常态化的海上环卫机制。2021年，福建沿海地区投
入逾 2亿元治理海漂垃圾，全面建成海上环卫队伍，当
年清理海漂垃圾 12.55万吨。

海上养殖全面改造升级。据统计，2017 至 2020
年，福建共清退超规划海水养殖约 2.3 万公顷。到
2023 年为止，将累计改造传统养殖渔排 44 万口，改
造贝藻类养殖面积 32 万亩，新建深水大网箱 888 万
口。

“这几年政府下大力气进行了海洋综合整治，划
定了禁养区，清理了航道，渔排上用新型环保材料替
代传统木板和泡沫，现在海面干净了，鱼养得也好
了，船也开得通畅了”，一辈子和海打交道的林立颜
高兴地说。

天蓝水碧，一叶小舟穿行于摇曳的红树林之间，
近处飞鸟翔集，远处中华白海豚不时跃出海面……这
样如诗如画的场景，让霞浦县盐田畲族乡中贝村鹅湾
自然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

“水清岸绿景美的好生态是最宝贵的财富，也是
最直观的教科书。”盐田畲族乡党委书记雷宇说，下一
步计划在这里建设生态文明展示馆、滨海栈道、观景
平台、观鸟屋等设施，让大家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更加
懂海、爱海、护海。

鱼丰景美海常蓝
——福建“耕海牧渔”新气象

新华社记者 涂洪长 姜克红 庞梦霞

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松山街道沙塘街村海边，渔民林瑞波展示收获的头水紫菜（2022年10月21日摄）。

在“世界超市”
看全球贸易新风向

——来自第28届义博会的观察
新华社记者 屈凌燕 王聿昊 林光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