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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11月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外贸
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研究深化新时代养老服务
改革发展的有关举措。

会议指出，要切实做好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工作，为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要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面，用足用好小
微外贸企业政策性贷款，在授信、放款、还款等方面持

续改进对外贸企业的金融服务，优化跨境贸易结算，帮
助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水平。要壮大外贸新动能，促
进跨境电商发展，推进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建设。要强化
外贸企业服务保障，推动绿色贸易、边民互市贸易、保
税维修创新发展，提升外贸海运保障能力，加大对外贸
企业减负稳岗的支持力度。要吸引和便利商务人员跨
境往来，稳妥推进与更多国家商签互免签证协定。

（下转第四版）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

研究深化新时代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有关举措

编者按
当前，义乌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处在跑好跑赢“打造

典范、再造辉煌”的开局阶段。按照市委“擦亮金名片、扛起新使命”主题实践活动

要求，坚定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义乌“中国式现代化典范”的使命担当，坚持和

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在“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和“根据实情、发挥优势、扬

长补短、再创辉煌”中打头阵当先锋作示范。

为积极营造学习先进、不断奋进的浓厚氛围，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开展“跳出

义乌看义乌”融媒新闻行动，通过编委带队、记者蹲点的方式，赴上海、广东、江

苏、福建、四川、湖南、陕西等省市深入采访，从跳出义乌的视角，以“他山之石”启

迪义乌发展。今日起推出“跳出义乌看义乌”栏目，以飨读者。

▢ 全媒体记者 陈建权 余依萍 文/摄

“西安的旅游淡季，只有凌晨2点到5
点。”这句网络热梗虽有些夸张，但也足以
反映西安文旅市场的火爆。而大唐不夜城
街区，日均客流量一度高达30万人次。

西安文旅市场为何如此火爆？近日，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走进千年古都，
聚焦西安重塑文旅IP、打造网红城市等
经验做法，探寻出圈密码，以期为我市进
一步打造特色夜经济、加快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规划蓝图一绘到底
用高“含唐量”促文旅融合

喜欢旅游的人，鲜有不知大唐不夜
城的。

今年央视春晚西安分会场的主舞台
搭建在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山河诗长
安》通过AI技术实现动画“李白”和实景
真人齐诵《将进酒》，让西安的热度再度
攀升。

入夜长安，记者换上唐装，行走在大
唐不夜城，沉浸式体验古都魅力、繁华盛
世，看西安如何让历史文化资源“活化”
成旅游资产。

大唐不夜城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的
大雁塔脚下，是全国唯一以盛唐文化为
背景的大型仿唐建筑群步行街。大唐不
夜城南北长2100米、东西宽500米，从大
雁塔北广场一直延伸至开元广场，中间
密集分布着慈恩寺遗址公园、潮空间、西
安美术馆、陕西大剧院等文化场所。

大唐不夜城及其所辐射范围内的文

旅项目为什么能火？西安曲江大唐不夜
城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于梦媛
介绍，“含唐量”高是主要原因之一。作为
十三朝古都，历史为西安文旅发展留下
了丰富的资源和深厚的底蕴，而唐代的
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顶
峰，容易让游客产生共鸣，激发大家的民
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因此，除了建筑、
雕塑等静态元素，大唐不夜城还推出了
多组沉浸式演出，动态展示长安风情；大
唐芙蓉园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再现长
安风姿；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重回古
长安市井等。

大唐不夜城及周边文旅项目为何能
引爆市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陕西在做
文旅规划时注重前期论证和科学规划，
在打造产品时则强调沉浸式和互动性。

而大唐不夜城充分体现了陕西在景区规
划上的功夫。二十世纪90年代末，西安
拟建曲江旅游景区，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锦秋规划设计了曲江核心区“七园一城
一塔”布局，其中“一塔”是大雁塔，“一
城”是大唐不夜城。

从规划到落地，时间已经来到二十
一世纪。2010年9月，开元广场和集合了
唐代各领域200多名人物的中央景观雕
塑大道逐步落成，为大唐不夜城成为“小
长安”奠定了基础。2017年10月，陕西大
剧院的建成开放，与原太平洋影城、西安
美术馆、西安音乐厅一起构成了大唐不
夜城街区四大文化场馆。至此，这片期待
以文化为载体的街区，有了可以培育经
典文化产品的土壤。

（下转第四版）

文化“活起来”游客“留下来”

文旅融合，义乌如何学西安？

▢ 全媒体记者 何彦婕

本报讯 昨日上午11时30分，佛
堂镇渡磬桥举行通桥仪式，市领导丁
艳丽、汤振农参加仪式。

渡磬桥是G527与临苍公路义乌
佛堂联络线工程中的重要部分之一，
桥梁全长 238 米，总宽 22 至 28 米，梁
高为2.4到4.3米，桥上人行道设置比

车行道略高，宽度为3.5米。
2021 年，由于通行能力不足，渡

磬桥开始重建。改造后的渡磬桥，是一
座以交通为主、景观为辅的廊桥。渡磬
桥的正式通车，实现了古镇南北直通，
彻底打通与杭金衢高速、环城路等主
干道“大动脉”，形成古镇两大发展主
轴之一。

此外，渡磬桥梁体外侧采用铺贴

软瓷片进行整体装饰，桥上建设仿古景
观廊桥。景观廊桥选用金华当地独特的
婺派风格，以佛堂古镇整体规划思路为
依托，打造地区标识性及文化性的景观
地标。

据悉，渡磬桥因渡磬寺得名，见证
了佛堂发展最为快速的时代。作为佛
堂古镇“一江两岸三桥”以及佛堂交通

“四横四纵一环”的重要部分，渡磬桥

的正式开桥，也标志着继佛堂万善桥、
伏虎桥后“一江两岸三桥”的第三座桥
顺利完工。

渡磬桥通车后，将进一步实现佛堂
镇内外交通的互联互通，加速人流、物
流、信息流在佛堂与义乌城区之间的流
动，为吸引外部投资、促进产业集聚、带
动就业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城市
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佛堂镇渡磬桥开桥通车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昨日上午，佛堂十月十开
幕式在佛堂镇万善阁前举行。市领导
丁政、丁艳丽、斯基根、龚淑娟、王迎，
磐安县领导朱明参加仪式。

佛堂十月十至今已有近百年的
历史，是佛堂人乃至义乌人心中最鲜
明的文化记忆。今年的佛堂十月十，
佛堂镇在保留往年物资交流会、灯光
秀、婺剧、非遗踩街、无人机表演等活

动的同时，解锁了更多玩法，巧用佛
堂文旅IP、AI技术等与时俱进的创新
性表达，吸引更多年轻市民和游客的
关注，使之真正成为一项全民参与的
民俗文化活动。

佛堂十月十，也是佛堂高水平建
设小城市样板生动成果的一次集中
展示。近年来，佛堂镇充分挖掘自身
资源，努力擦亮文旅品牌，重建万善
浮桥、伏虎桥、渡磬桥和蒲川水街四
大地标，重焕双林寺、云黄寺等生机

与活力，提档双林配套景观，建设云黄
山游步道等，持续聚力“文旅高地”建
设，给市民游客带来了更高品质、更全
业态的文旅体验。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其实奥
妙就在丰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我市
坚持以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为
出发点，致力于提升文化惠民感知度、文
化供给丰富度、文旅品牌影响力，打造设
施完备、服务普惠的文化沃土，传承有
序、创作有力的创新热土，常来常想、常

来常兴的旅游胜地，不断推动义乌文旅
事业高质量发展。

佛堂坐拥“一山一寺一镇一湖一
江”，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在全
市文旅产业发展中具有牵引性地位。佛
堂十月十，更是义乌市打造“一镇一品”
的重要代表之一。佛堂镇将以更大格局、
更高眼界、更广思维，把佛堂十月十这一
源于历史、源于生活、源于百姓的独特文
化符号传承好、弘扬好，使之成为一场文
旅盛会、幸福盛会。

老记忆演绎新体验 佛堂十月十正式开幕

大唐不夜城川流不息的游客大唐不夜城川流不息的游客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昨日上午，“我要上全运”浙江省第六届县（市、
区）门球赛在我市胜利公园门球场拉开帷幕。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由浙江省门球协会主办，市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市门球协会联合承办，吸引来自全省各地的
28支代表队到场参赛。我市共派出义乌市门球队、门球协会
队、浙江开放大学义乌学院队三支队伍参加比赛活动。

在简短的开幕式和文化表演后，现场就分场地进入激烈
的比赛环节。过门、撞击、闪击……赛场上，选手们挥杆对垒沉
着冷静，弯腰击球身手矫健。每当场上打出一个好球，场下观
战的队友和群众便报以掌声和喝彩声。

义乌市门球协会负责人表示，门球运动在我市拥有广泛
的群众基础，尤其深受老年人欢迎。自1994年义乌市门球协
会成立以来，经过多年发展，该协会会员已发展至两百五六十
人。这些门球爱好者中，以60岁到80岁年龄段的老人居多，另
外也有年过九旬的长者以及七八岁的孩童。近年来，我市经常
组织代表队参加各级门球赛事并取得优异成绩，门球竞技水
平在全省位居中上。

浙江省第六届县（市、区）
门球赛在义举行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11 月 8 日晚，作为 2024
年“浙江省传统戏曲演出季”入选剧
目，由我市婺剧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
婺剧《乌江渡》亮相杭州剧院。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吕伟刚等受邀观看演出。我
市领导朱有清，省戏剧家协会专家学
者、各戏剧院团相关负责人、主创团
队、戏迷等到场观看。

2024 年“浙江省传统戏曲演出
季”系列主题活动，由浙江省文化广电
和旅游厅主办，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承
办。当晚6时30分许，记者在杭州剧院
看到，很多特地赶到杭州的戏迷提前
40多分钟抵达现场，纷纷在剧院前厅
和《乌江渡》的海报前合影。

婺剧《乌江渡》是一部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传播当代主流价值的舞台艺
术作品。全剧以楚汉之争的历史背景
为基础，围绕西楚霸王项羽在乌江渡
口的生死抉择展开，用舞台艺术创作
展现巨鹿之战时的项羽，鸿门宴时的
项羽，垓下之围、乌江渡口时的项羽，
着重刻画西楚霸王勇猛无比、气吞山
河的英勇形象与心怀理想又命运多舛
的悲壮经历。

通过恢宏大气的舞台呈现、独具
巧思的舞美灯光、婺剧风格浓郁的音
乐唱腔以及演员们精湛的演技，《乌江
渡》赢得了台下专家和观众的阵阵掌
声和喝彩声。此外，该剧还将收集专家
和群众意见建议，继续加工打磨，努力
把其打造成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
舞台艺术作品。

本次“传统戏曲演出季”将有十余
部优秀作品联袂登台，涵盖越剧、京剧、昆剧、婺剧、绍剧、甬
剧、越剧、姚剧等多个戏种。同时全部剧目将采取线下展演与
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以杭州剧院、蝴蝶剧场、胜利剧院、浙
话剧院、红星剧院、保利大剧院六大剧场为线下展演主阵地，
兼顾线上多平台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听到好戏、看到好戏、
品到好戏。

据悉，“传统戏曲演出季”一年一会，是浙江省戏曲界的年
度文化盛典，更是传承浙江优秀文化、繁荣戏曲精品创作、推
出戏剧艺术新人的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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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万国美食来，味蕾享盛
宴。11月8日上午，佛堂物资交流会在
佛堂镇江北停车场举行。

佛堂物资交流会，历来是佛堂
十月十的“重头戏”。据了解，今年
佛 堂 物 资 交 流 会 规 模 较 大 ，共 设
556 个百货、美食和非遗摊位，游客
可沉浸式体验商贸互通与文化交
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佛堂物资交
流会还邀请韩国、泰国、土耳其等
国际美食，以及金华本地非遗小吃
和民族美食前来参会，让游客身在

佛堂就能尽情享受来着世界各地
的“万国美食”。

“这次我们带来了店里的网红甜
点‘米饭布丁’，还有现烤现卖的土耳
其烤肉串。”义乌网红餐厅贝迪美食摊
位负责人谢天真介绍，这是他们餐厅
第一次受邀参加“万国美食”走进物资
交流会活动，这种感觉特别新奇。他们
老板是外国人，之前长期在土耳其工
作生活，所以他们的美食也充满土耳
其特色。

贝迪美食摊位隔壁就是充满异域
风情的泰国美食。“这是冬阴功汤，这
是古法咖喱，这是椰奶冻，还有这个香

兰叶包鸡。”该美食摊主吴新凤告诉记
者，为参加此次“万国美食”活动，她专门
对冬阴功汤进行了改良，两分钟左右就
能速成。“虽然速度变快了，但食材都是
精心挑选、当天准备的，一比一还原新鲜
美味。”

甜辣炸鸡、泡菜炒年糕、鱼饼汤、紫
菜包饭……不用说，这一定是韩国美食
了。韩国美食摊位老板娘郑贞爱来义乌
已经十多年了，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
感受佛堂十月十的火热场景。“目前最热
销的是炒年糕和紫菜包饭，根本忙不过
来。听他们说晚上的人还会更多，我得趁
现在多备一点。”郑贞爱笑着说。

“我是专程赶过来买肉包的，去年他
们也来过。”佛堂居民陈运孝则盯上了义
乌本土美食“爱玲包子”。美食摊主朱爱
玲自豪地表示，自己的包子在义乌小有
名气。去年佛堂十月十期间，他们一共用
掉了57袋面粉，慕名前来购买包子的游
客、居民络绎不绝。

在物资交流会的入口处，佛堂镇还
特设了民族美食区。七彩云南苦荞片、武
汉热干面、长沙臭豆腐、新疆羊肉串……
穿着藏族、畲族、傣族、侗族、毛南族、纳
西族等各民族服饰的美食摊主们卖力吆
喝，给今年佛堂物资交流会又平添了一
份独特的魅力。

“万国美食”走进佛堂物资交流会

随着义乌红糖“甜蜜”开榨，义乌农商银行积极对接提供
金融服务，帮助红糖经营户解决了资金需求，努力推动红糖及
其他农产品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截至10
月末，义乌农商银行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达50.1亿元。

图为义乌农商银行员工走访制糖厂。
全媒体记者 丁奕彤 通讯员 吴俊峰 毛江明 摄

红糖飘香季 金融助“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