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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贸易版图上，被誉为“世界
超市”的义乌举足轻重——这座浙江小
县城，一头连着 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一
头连着 210多万家“中国制造”企业。

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进出口贸易
承压的背景下，义乌仍保持令人惊讶的
高 速 增 长 ：前 三 季 度 出 口 增 速 达
16.1%。今年以来，义乌国际商贸城日
均客流量超过 22 万人次，创近 10 年新
高……

义乌，何以长红？

“巨无霸”保持“强动能”

早上 9 点，义乌国际商贸城开门营
业。这是一个巨型商品世界——沿着
空中连廊从一区走到五区，最便捷的线
路也超过 3公里。

“打木头的钻头尖锐锋利，打铁的
钻头主要靠硬度，这款麻花形状的钻头
能给金属钻孔。”义乌发现者进出口有
限公司销售部经理艾彬向来自突尼斯
的客户耐心解释说，如果不放心，可以
把各式样品都拿回去试试再下订单。

近年来，为应对外贸压力，这家企
业花大力气挖掘新市场，效果超出了预
期：非洲市场越做越大，目前占比达到
50%，拉丁美洲市场同样具备潜力。

从沿街叫卖的“鸡毛换糖”小生意，
到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经历 40 多年
改革开放和艰苦奋斗，义乌成长为贸易

“巨无霸”：第五代小商品市场经营面积
超过 640 万平方米，汇聚 26 个大类 210
多万种商品，关联我国 210 多万家企业、
3200 万名工人，与 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贸易往来。

2018 年以来，随着全球贸易环境复
杂变化，小商品“卖全球、买全球”的义
乌遭遇了持续、正面冲击。多类商品关
税壁垒高高筑起，多国市场与汇率剧烈
震荡，供应链稳定与安全面临挑战……

但 是 ，穿 梭 在 纵 横 交 错 的 商 铺 之
间，记者眼前所见的外商数量与交易热
度不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义乌国
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再创新高。

2018 年至 2023 年，义乌出口规模
从 2521.6 亿元增至 5000 亿元以上，实现
逆势翻番；义乌的发展势头持续攀升：
出口规模 6 年间跨过 3 个千亿大关，近 3
年增速分别达到 21.8%、18.0%、16.0%。
2023 年，义乌市场经营主体达到 100 万
家，快递数量超过 100亿件。

义 乌 所 洋 溢 的 向 前 、向 上 的 活

力，很容易感染每一位置身于这座城
市的人。

夜市里除了烟火气，少不了各种生
意。价格低廉、琳琅满目的商品，不仅
吸引当地人、外地人，还有很多来扫货
的外国客商。

顺着人流走进义乌火车站，一边是
高铁如常通行，一边则是改扩建工程加
班加点推进。“当年看是超前的规划，后
来依然跟不上发展的速度。”义乌火车
站副站长傅其星说，使用了 16 年的义乌
站站房，2022 年底开启改扩建。完工后
建筑面积将达 7.5 万平方米，拥有 11 台
27 线，成为全国县级市中规模最大、浙
江第二大火车站。

“这里的改革一刻都没停止过”

义乌为什么能应对挑战逆势上扬，
保持韧性与动能？义乌人毫不迟疑地
回答：改革。

改革对义乌意味着什么？
义乌市委改革办室务会成员、义乌

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管委会政策
法规局局长朱毅说：浙江是“吃改革饭”

“走开放路”发展起来的，对义乌而言更
是如此。可以说，“不改革就没饭吃，不
开放就没路走”。

在改革开放中让“鸡毛飞上天”的
义乌，依靠改革一次次“无中生有”、有
中生新，持续壮大成为“世界超市”；其
后，应对新的压力和挑战，义乌依旧是
靠改革的力量不断向前。

早年间，全国商品市场接二连三发
展起来，有人担心义乌市场要走下坡
路；前些年，电商快速发展，有人怀疑以
线下市场为主的义乌会不会被削弱甚
至架空；近年来，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变
化，义乌直面冲击能不能挺住又一次次
受到关注。

多 年 的 发 展 实 践 ，让 义 乌 形 成 了
关注改革、勇于改革、支持改革的浓厚
氛围。

“我在义乌 21 年了，看到这里的改
革一刻都没停止过。”浙江盈和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董事长程科源说。

将“港到港”的传统国际货运，做成
“门到门”的标准化快递产品——浙江
盈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近 3 年业务持
续大幅攀升，目前服务 2 万多家跨境电
商客户，年组货量超过 1.2 万柜，承运的
贸易额增至 13亿元以上。

程科源告诉记者，企业 2022 年 6 月

提出了货柜“先查验后装运”诉求。义
乌市积极回应，摸索改革，获批准成立
了全国首个数字化监管集拼仓，2023 年
3 月就让企业享受到了改革红利，实现
资金周转平均提速 10天。

2011 年 以 来 ，义 乌 先 后 承 担 了 44
项国家级改革、63 项浙江省级改革任
务，有 29 项成果在全省或全国复制推
广，其中市场采购方式改革已经在全国
39个市场复制推广。

近两三年，义乌商贸领域改革更是
不断取得新进展：义乌小商品城打造“义
支付”平台，助力全国 200 多万家中小微
企业“数链全球、支付无界”；创新推出、
累计发放约 30 万张外籍商友卡，为外商
提供 20 多个应用场景服务；健全纠纷多
元调解体系，让纠纷不出市场……

有效的市场需要有为的政府助力。
义乌市坚持每双周召开“深改会”，

各分管市领导至少抓一项具体改革；每
个部门“一把手”都要亲自抓好“一局一
改革”；迭代改革闭环落实机制，建立

“全生命周期改革管理+全流程改革评
价”……

“群众推着政府走，政府领着百姓
跑”——受访企业家对记者说，在义乌，
企业提出改革意见时，没有“合不合适”
的顾虑，因为一切都是可能实现的。

近日，一项新改革让义乌打破县域
行政局限，触角向周边扩展，商贸发展
再次提速：义乌国际陆港与宁波舟山港
一体化改革，实现数据互联互通，这让
义乌出口货物在本地就能视同进入宁
波舟山港“第六港区”，让关务、港务、船
务进一步提速增效。

“遍地是英雄”

每 天 早 半 小 时 开 门 、晚 半 小 时 关
门，是义乌创艺厨具创始人刘萍娟多年
养成的习惯。在义乌市场打拼了 36 年，
她把锅碗瓢盆卖到了全世界。

“世界很小，义乌很大。”刘萍娟对
记者说，义乌“遍地是英雄”，遇到再大
的风浪也能“草枯根不死”，总在积极想
办法。

商贸来往、跨境物流、资金结算都
出现梗阻……前些年接踵而来的压力，
义乌商户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回头看，义乌在压力中一次次
逆势前行：打好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
外站、海外展厅、海外展会“组合拳”，与
国家服贸基金、招商局集团共同设立 10

亿元出海产业基金，在“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布局商贸物流枢纽……

受 到 正 面 冲 击 而 不 乱 阵 脚 ，义 乌
专注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杨旸介绍，义乌正在推进

“品牌出海”计划，依托 7.5 万家经营户，
把中国制造、中国品牌更深地推向全球
市场。

浙江伊凌诺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品
牌“FIRMER”近几年大踏步前进，已经
在 100 多个国家取得注册商标，并在 38
个国家设立了代理点。

“品牌可以跨越时间，出海可以跨
越空间。”企业董事长刘军明介绍，去年
义乌 20 家企业抱团成立“出海联盟”，打
破壁垒、共享资源。

当前全球数字科技创新勃发，数字
贸易迎来新风口，活跃在变革前沿的义
乌正在加快打造数字贸易生态。

今年 9 月举行的第三届全球数字
贸易博览会上，经营雨伞生意的义乌老
板娘张吉英利用 Chinagoods AI 智创
服务平台，在镜头前无缝切换多国语言
与外商交流，吸引了许多关注。

联动阿里巴巴、京东等头部平台搭
建小商品数字馆，实现互联网自助结
汇、跨境电商直联结汇、跨境人民币第
三方支付结算，培育孵化 1 万余家数字
化供应链企业……

记 者 了 解 到 ，义 乌 的 下 一 代 市 场
——全球数贸中心正在加快建设，其集
成数字化基建及服务，融合设计、制造、
展示、交易、贸易履约以及小商品产业
链上下游的诸多环节入驻，共同形成数
字贸易生态圈。

义乌对未来的目标十分清晰：把进
口、出口、转口、内贸做起来，打造“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节点甚至战略枢
纽；迭代“卖全球”、突破“买全球”，持续
深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做好“市场+制
造”“传统+创新”“改革+开放”三篇文
章，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小商品”缔造“大市场”，义乌长红
依旧，未来可期。

新华社记者 方问禹 林光耀

义乌：“世界超市”何以“长红”？

新 疆 葫 芦 岛 景 区
内 胡 杨 秋 景（10 月 25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 疆 塔 里 木 河 流
域 分 布 着 上 千 万 亩 胡
杨林，金秋时节，层林
尽 染 。 葫 芦 岛 景 区 地
处塔里木河下游、塔克
拉玛干沙漠东缘，这里
集沙漠、湖泊、胡杨于
一体，美不胜收，吸引
着 天 南 海 北 的 游 客 慕
名而来。

新 华 社 记 者 胡
虎虎摄

金秋十月，燕赵大地秋粮陆续收获，
各种经济作物次第成熟，粮食加工企业
生产繁忙，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河北省磁县磁州镇黄官营村种粮
大户黄树强在村里流转了 700 多亩耕
地，一条村路将他流转的耕地分割成两
大块。今年黄树强在路的一侧试验了
耐密高产抗倒玉米品种，一亩地能种
5500 株左右，比普通品种多 1000 多株，
亩产量超过 800 公斤，另一侧种植的普
通品种，亩产量不到 700公斤。

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河北
充分发挥专家团队、农技骨干、“一村一名农
技员”三支队伍作用，深入开展粮食精细精
准科学管理，统筹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强化
病虫害监测防治，力促粮食稳产增产。

磁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李树
洋说，全县大部分秋粮今年继续增产也
受益于更加精细化的田间管理。磁县

在全县 10 万余亩农田推广水肥一体化
技术，在节水节肥的基础上有利于农作
物生长；在玉米收割前一个月通过无人
机进行“一喷多促”统防统治，进一步提
升了玉米的产量和质量……

“明年产量还有提升空间。”黄树强
说，明年他计划进一步扩大耐密高产抗
倒玉米品种的种植面积。

在做好秋收工作的同时，河北积极
推动秋种工作有序开展。魏县爱耕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西林说，收完玉
米马上就播种冬小麦，几乎无缝衔接。

“小麦播种机装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线路在田间来回
穿梭，解决了播行不直问题。”

国网邯郸市肥乡区供电公司的工作
人员卜炳印近期也格外繁忙，他说，近期
区域内的粮食烘干企业，设备每天运行10
多个小时，他利用一早一晚时间对厂区内

用电线路、电力设备进行全面“诊断”，确保
安全可靠用电；同时再有 1个月当地小麦
就要浇灌“越冬水”，平日需要经常深入田
间地头，对区域内机井进行排查，备足各
类抢修物资，保证农民正常用水。

近期，河北各地经济作物也陆续迎
来收获。在安国市，当地种植的半夏、
防风、威灵仙等中药材喜获丰收，机械
化作业成为田间一道风景线。

安国市药都街道西各堡村村民李建
庄今年种植了 1000多亩威灵仙，他说，威
灵仙是根部入药，其根上存在很多细小须
根，以前多是人工采挖，不仅成本高，还容
易影响品质，这两年借助农机，有效降低
中药材收割破损率，实现降本增效。

农业智慧化的发展也进一步降低
农民的劳动强度。“空气温度 28.08 摄氏
度 ，空 气 相 对 湿 度 70.85% ，土 壤 湿 度
40.7%……”在馆陶县黄瓜小镇有机黄

瓜种植基地种植大棚，基地负责人王鑫
拿着手机读着数值告诉记者，目前的环
境适宜这个阶段黄瓜的生长，预计还有
两三天就可以采摘。

王鑫说，这些实时记录的数据由分
布在棚内的传感设备采集传输，一旦数
值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通过
手机可以调整卷帘、通风等，确保黄瓜
正常生长。

河北玉锋实业集团是一家以粮食加
工为主的企业，近期每天约有 650辆卡车
拉载新玉米进厂卸货，总重量2万吨左右，
这些玉米从入库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初加
工、深加工，转化成淀粉、玉米胚芽油、动物
饲料等系列产品，并发往全国各地。

“ 近 年 来 玉 米 机 械 化 种 植 程 度 提
高，规范化种植越来越成熟，使玉米的
产量和质量都在持续提升，为公司的玉
米加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得益于此，
近年来公司生产的一些产品获得绿色
食品认证，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发展。”河
北玉锋实业集团副总经理齐广波说。

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

河北秋收秋种一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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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黄连采收季。在重庆市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沙子镇卧龙村黄连
种植基地，黄连种植户徐进平和村民们
身背竹篓、手拿铁剪，穿梭在绿树成荫
的田间地头，熟练地采挖着。“把枝叶和
根须都剪掉，就能看到黄连的‘真面目’
了，这种根很肥、肉很厚的就是好黄连，
今年市场上能卖到 200 元一斤哟！”徐
进平捧着刚挖出的黄连说。

黄连虽苦，却是常用名贵中药材，
2021 年 被 列 入 国 家 二 级 重 点 保 护 药
材。位于武陵山区的石柱县，拥有适宜
黄 连 生 长 的 70 多 万 亩 高 海 拔 山 间 林
地。目前，全县共种植黄连 5.8 万亩，年
产量 3000 吨以上。

45 岁 的 徐 进 平 ，种 了 约 20 亩 黄
连，今年预计采收面积近 4 亩。徐进
平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种黄连。这
几年黄连价格不断上涨，今年达到 200
元一斤，今年家里采收的黄连能卖到
20 万元。”

在石柱县，像徐进平这样靠种植黄
连增收致富的农户还有不少。51 岁的
苟 应 松 ，8 年 前 在 冷 水 镇 玉 龙 村 租 下
300 亩地规模化种植黄连，带动周边村
社的 20 多名村民实现就近务工增收。
2023 年全年，石柱县黄连产业累计带
动稳岗就业 645 户、5404 人，人均增收
0.23万元。

然而，2000 年前后，石柱的黄连因
为重种轻管导致品质下降，一斤黄连的
价格一度降至不到 10 元。“石柱黄连是
我们的招牌，不能让这个招牌砸在我们
手上啊！”石柱县农业农村委中药材科
黄连办负责人聂广楼告诉记者，为保护
生态资源，推动黄连特色产业良性发
展，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应用“林连互

利共生”等模式。
“所谓‘林连互利共生’就是栽连必

栽树，实现永续轮作。”聂广楼说，种植
户在种植黄连的同时也会种植各种树
苗，树苗和黄连一同生长。当地农业部
门会定期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
头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种植户监测土壤
环境，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杀灭土壤
病虫害等。2023 年，石柱县“林连互利
共生”模式入选全国林业发展改革典型
案例。

为了发展好石柱黄连这个招牌农
产品，石柱县近年来还大力倡导“村企
联建”，探索“万企兴万村”乡村振兴新
实践。

位于黄水镇的重庆旺隆黄连科技
有限公司是集黄连生产、加工、购销与
出口为一体的现代科技企业。今年该
企业与有关机构共同研究的“黄连产
业化关键技术攻关与示范推广应用”
成果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助
力延长黄连产业链。目前，石柱已培
育黄连加工企业 12 家，推出以黄连为
原料的中药饮片、黄连牙膏、抑菌液等
20余个产品。

黄水镇上的中国黄连市场，是全国
最大的黄连交易市场和集散地，是黄连
市场行情的“风向标”。市场工作人员
介绍，进入黄连采收季以来，每个赶集
日的黄连交易量达到 50 多吨。今年以
来，石柱黄连交易量达 3500 吨，交易额
已超过 10亿元。

“‘苦黄连’能带来‘甜日子’！”聂广
楼说，未来，石柱将加快推动黄连产业
高质高效供应，促进科技装备创新发
展，建设具有石柱特色的黄连上下游产
业生态。 新华社记者 唐奕

重庆石柱：

“苦黄连”带来“甜日子”

10 月 21 日起，大连各校义务教育
阶段均修改了学生在校作息安排，将
每节课间从 10 分钟延长到 15 分钟。作
为 辽 宁 省 第 一 个 施 行 该 项 政 策 的 城
市，执行效果如何？记者在大连城乡
多所中小学进行了观察。

课间变长，最兴奋的还是孩子。23
日一早，雨过天晴。记者 9 时 51 分来到
大连市中山区风景小学时，正赶上师
生们开展大课间活动，只见孩子们纷
纷拿起自备的足球，走向操场，跟着音
乐的节拍，兴致勃勃地练起校内特色
课程足球操。

大连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处处长吕
宏健说：“自 2019 年起，大连便开始逐
步执行一天两次、每次 30 分钟的大课
间；这次调整的是除此之外的课间休
息 时 间 ，按 一 天 七 节 课 ，上 午 三 个 课
间、下午两个课间算比之前还多 15 分
钟休息。”

“你看，现在操场上的小胖墩少了
吧！”该校校长李娜指着操场上的同学
对记者介绍道，“我们学校最近一次视
力检测近视率也从年初的 49%下降到
了 46%，现在只要天气允许，班主任老
师都要把孩子们‘赶’出教室。”

增加的 5 分钟虽短，却是“健康第
一”导向的具体表现。走进三年级一
班教室，新的作息时间安排已被张贴
好。该校教学主任孟令泽说：“大连地
区小学执行的是每节课 35 分钟，与省
内 多 数 执 行 40 分 钟 课 时 量 的 学 校 相
比 ，此 次 修 改 ，没 有 对 整 体 的 作 息 时
长、教学秩序造成太大影响。”

11 时许，下课铃响起，记者从该校
教学楼五楼步行下楼查看了每一层楼
的教室情况，一路上遇到不少正在下
楼的学生手里拿着跳绳、球拍等器械，

还有一些没下楼的学生选择在走廊上
踢沙包、跳皮筋儿等；少部分低年级没
有出教室门的孩子，或是在老师的带
领下开展活动，或是自主开展游戏。

距离市区百公里外的庄河市第三
十初级中学的多位体育老师对新政策
也纷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孩子们有
更多的时间到操场上去，日积月累，对
中考体测也大有裨益”“最重要的还是
养成习惯”“一个都不能少，健康需要
动起来”……

套圈跑、广播操、三大球训练……
不同学校根据自身实际，设置的形式
多样的课间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家长的
关注，“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出生的
家长们比上一代的家长更在意孩子们
的身心健康。”2013 年毕业后就在庄河
市徐岭镇中心小学从事体育教育工作
的王广智说，“现在农村学校中心化办
学后，很多孩子上下学都是校车接送，
课间锻炼对他们显得尤为珍贵。”

课间长了，孩子们撒欢去玩，安全
如何保障？一位家长对记者说：“虽然
孩子活动中偶尔磕碰很正常，但学校
里学生多，难免会有担心。”对此，李娜
等多所学校的校长表示：“一方面是细
致规划，比如按场地和时间错峰安排
不同学段学生活动项目；另一方面是
增强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形成良好的
习惯。”

“‘玩’是一门大学问。”大连市教
育局安体卫处二级调研员范向阳说，
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重要的是教会
孩子们怎么安全地玩。“下一步，全市
各中小学教研组还将进一步研究课间
活 动 设 计 ，提 高 活 动 的 科 学 性 、趣 味
性，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新华社记者 李明辉

家住西藏那曲市嘉黎县尼屋乡恰
玉村的村民琼国，近来时常在感慨。

10 月 21 日下午，她活泼好动的小
外孙爬到后院的土坡上，在竹丛边的杂
物堆里翻出一只酥油桶。几年未用布
满尘土，酥油桶同竹丛几乎混在一起。

“这个酥油桶可是我的‘老朋友’
了。”酥油桶勾起琼国的回忆。

酥油是西藏家庭必备的食品，但制
作过程却劳心劳力。如果用老式的手工
酥油桶，需要先把牛奶倒入酥油桶中，双
腿夹紧桶身，两手握住木柄，使出腰臂乃
至全身力气打到桶底，如此捶捣半小时
后，等到酥油浮出表层，再捞取出来。

后来，电动酥油机出现了，并在雪
域高原上渐渐普及。但尼屋乡却迟迟
用不上，原因就是缺电。

尼屋乡地处藏东北终年积雪的高
山峡谷天险地带，仅靠一条 349 国道连
接内外，距离两个最近的县城各有 100
多公里的险峻山路。

直到 1995 年，尼屋乡还不能稳定
通电。这一年，四川人贾永明作为石工
来到这里建设乡村水电站。

贾永明劈石筑渠，吃住都在山上；
琼国时常上山背柴，二人就此相识，并
最终结为连理。

但是贾永明参建的乡村水电站，功
率太小，平时能供应家庭照明、给手机
充电，等到水量大时才可以看电视，而
电动酥油机则根本用不了。

“一旦上游树枝卡住、结冰冻住，村
里就没电了。”尼屋乡忠玉村党支部书
记才旺多吉回忆，“村民白天干活，天黑
就只能睡觉。”

缺电的日子里，家庭必备的酥油只
能手工制作。

“那时打完一桶，腰酸背痛，手也没
了力气，什么都拿不起来。”琼国回忆道。

2021 年，尼屋乡接入国网供电，家
家户户把冰箱、洗衣机、电暖气用了起
来，还新添许多大功率电器。

冬天不用再手洗衣服、家庭娱乐活
动晚上可以持续……尼屋乡现代化生
活的“时间限定”一去不返了。

对琼国来说，生活中变化极大的就
是生产酥油。“用电动酥油机，一桶奶几
分钟就能打完，太省事了！”琼国家的冰
箱里如今常备着二十几斤酥油。电动
酥油机“上岗”后，酥油桶就闲置了。

“酥油桶就给外孙当个玩具吧。”琼
国笑着说，“从手工酥油桶到电动酥油
机，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新华社记者 魏冠宇 蒋梦辰

去操场上，到阳光下
——“课间一刻钟”落地大连现场观察

从一只酥油桶看西藏山村用电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