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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是江南美好苏州”第二届
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
节正在此间举行。从 8 月 28 日至
10 月 15 日，在为期 49 天的节日里，
苏州“好戏连台”，力邀八方来客
细品江南美好时光。

打造“小剧场之都”

　　作为江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城
市，苏州是中国文人心目中最具诗
意和最向往的地方之一。
　　一座有戏的城市，则更加精彩。
本届盛会将推出“江南小剧场”第
二季 42 个剧目、100 余场演出，每
天晚上轮番上演。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
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夜晚，苏州昆
曲传习所里，如梦似幻的园林实景
版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正在
上演。
　　传习所别具一格的实景舞台，
将昆曲活色生香的一面生动呈现在
游客面前。置身于其中，让来自上
海的王强感知昆曲与园林情景交融
的苏式慢生活，原来这般令人陶醉。
　　不仅如此，在苏州除了《遇见
姑苏·游园今梦》园林实景循环式

曲艺演出、沧浪亭园林版昆曲《浮
生六记》3.0 版等“江南小剧场”
剧目上演外，观众还可参与沉浸式
感官体验剧《声动姑苏·平江》。
戴上耳机，跟随指令，扮演着各样
的角色，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融
入别人的风景里。
　　中国国家话剧院东方先锋剧场
经理、北京戏剧家协会理事傅维伯
今秋是第二次来苏州。他称，苏州
的小剧场出色的软硬件条件给他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看来，江南
文化特色需要优质的内容来传达，
首先要有强烈的内容吸引观众，再
在潜移默化之中表现江南特色。
　　小剧场是年轻人实现梦想的平
台。在金鸡湖畔的苏州文化艺术中
心，“燃”第三届江南青年戏剧节
正在举行。本届青戏节由五大板块、
共计 45 场演出活动组成，包括“本
地戏剧社团剧目展演”“城际交流
精品剧目汇演”“青苗计划”“剧
本征集”及“戏剧工坊”等。
　　作为参与“青苗计划”的苏州
本土剧团代表，刘潇表示，江南青
年戏剧节为青年戏剧人提供了一个
成长的舞台，作为普罗公园戏剧计
划的一名编剧，他在这里找到了自

己的观众、自己的风格。
　　多姿多彩的小剧场，已经点亮
了苏州的迷人夜空。未来，苏州通
过引进、自主开发、项目合作等多
维方式推动“江南小剧场”向纵深、
向高水平发展，进一步打造“百戏
之城”“小剧场之都”。

开放互动 共享精彩

　　连日来，来自东盟国家的在华
网红达人及部分其他国家网红、短
视频 UP 主、自媒体博主，正深度
体验着苏州古城、苏州美食、苏州
园林、昆曲评弹艺术以及“姑苏八
点半”夜经济。
　　作为网红达人，拙政园自然是
来自韩国的柳珉英必须打卡的地
方。苏州，她是通过电视剧《都挺
好》了解到的。她说，苏州已经是
一座现代化大都市，没想到这样的
外在中，还有这么多历史古典园林，
环境也很美，“如果我给韩国朋友
推荐的话，一定要推荐拙政园。”
　　举办江南文化艺术节，苏州有
着长远的谋划。面对“一带一路”
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叠加实施的重
大历史机遇，苏州要以更加积极、
主动融入的姿态，重塑文化这个“城
市之魂”，让“千年人文苏州”成
为美丽中国的最亮一笔。

　　跨界融合创新是江南文化艺术
的“遗传基因”。在“最是江南美
好苏州”开幕音乐会上，苏州交响
乐团担纲全场演出，并与芭蕾、昆
剧、评弹跨界合作，形式多元、古
今穿越、中西交融的音乐会向世界
展示了苏州千年传统与现代文明和
谐共生的独特魅力。
　　“最江南”的苏州文化长盛不
衰的秘密，在于天时地利人和的良
性循环。怎样把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转化为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是
苏州一道“必答题”。

　　为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摸索
让“后浪”们走心的参与方式，本
届盛会将运用 5G 等新技术，以现
代传播方式加大相关活动的在线展
示推广力度。
　　一面是传统，一面是现代；一
面是文化，一面是经济……“双面
绣”，已成为苏州最鲜活的城市表
征。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苏州江
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也是一幅
“双面绣”：以艺术为媒，以旅游
为线，连通古典与现代、连通苏州
与世界。                        （周建琳）

苏州何以“最江南”？文化传承 日新又新

　　第二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开幕。（苏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苏南中心区域高铁跨江一体
化发展研究》项目（下简称“研究
项目”）工作大纲专家评审会近日
在江苏无锡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
无锡将主动建设苏北、苏中、苏南
跨江联动发展中轴线，提升惠山站
的枢纽连接作用，建设苏南中心枢
纽，开拓无锡在苏锡常都市圈和宁
杭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新空间，进一
步巩固无锡“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的地位。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发
达和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
力最强、城镇化和都市圈发展水平
最高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长三角地区交通运输快速发展，交
通网络逐渐完善，运输服务水平也
日渐提升，总体适应长三角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
　　然而，对标更高质量的一体化
发展要求，目前长三角地区仍处在

交通一体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一体
化布局衔接与国土空间、人口分布、
产业布局适应能力存在不足，主要
表现在综合交通网络结构性矛盾突
出、运输服务一体化水平有待提升、
一体化体制机制亟待健全等方面。
　　今年 4 月初，为进一步增强无
锡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担
当，提升无锡作为长三角几何中心的
区位优势。无锡市政府决定由惠山
区政府及相关部门与江苏研究院共
同组织，委托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
总负责，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作为牵头单位，与中设设计集团、中
国铁道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铁路
设计集团、南京工业大学等单位共
同组成研究团队，启动研究项目。
　　近日举行的专家评审会，主要
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高
铁 发 展， 无 锡 该 如 何 做？”“ 苏
锡常大都市圈中，无锡该如何定

位？”“苏南中心区域高铁跨江一
体化中，无锡该如何布局？”等核
心内容进行研讨，将无锡一体化发
展全面融入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
地”建设。 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副主任臧建东、中铁上海局集团总
工程师马伟叁、江苏省铁路办公室
总工程师冯兆祥、中铁上海设计院
集团院长刘建红等 7 位专家对研究
项目的工作大纲进行了细致讨论，
并就“苏南中心区域高铁跨江一体
化发展的基础与条件”“苏南区域
主要枢纽站点功能定位分析”“通
道交汇枢纽惠山站规划”等方面提
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跳出单纯地理位置概念，综
合考虑自然空间、人口规模、经济
体量和与上海的关联度等多因素来
看，无锡处于苏南中心。”评审会上，
受邀到会的专家们对无锡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给予肯定。
　　在专家们看来，无锡要建设枢
纽中心城市，其中一个重要抓手就
是高铁。“高铁的科学化布局将使
城市群之间的人流、物流效率大幅
提高，将使城市群之间的往来时间
大幅缩短。”
　　据悉，无锡境内共有五个高铁
站，分别为：宜兴站、惠山站、无
锡站、无锡东站和无锡新区站。目
前，无锡境内在建和规划建设的铁
路主要有南沿江城际、盐泰锡常宜
城际、苏锡常都市快线等线路。其
中，盐泰锡常宜铁路、苏锡常都市
快线都将接入惠山站。      （孙权）

　　在中国科技部最新公布的新一
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常州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以下称“常信院”）申
报的“综合集成示范、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与规模化推广应用”项目，获批
立项。这是继中标国家级工业互联网
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之后，常信院今年
获得的第二个国家级科研项目。
　　该项目由常信院博士周勇博士
负责，主要围绕中小企业技术资源
利用效率低、技术共享不畅、专业
人才匮乏等问题，开展智能生产线
关键技术共享服务平台落地实施与
应用推广工作。
　　该项目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面向中小企业智能生产线
关键技术共享服务平台研发”重点
专项的立项批复，立项总经费 470
万元。
　　据悉，该项目将研究适用于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与规模化应用推广
的智能生产线 RFID 信息采集、虚
拟实训、移动自主学习等技术，并
解决不同行业个性化需求的资源精
准匹配问题；以应用型专业技术人
才需求为导向，构建面向智能生产
线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基于线上

线下融合（O2O）专业人才培养机
制开发移动自主学习实训平台，在
上海、广州、常州等地，依托职业
院校及企业建设 10 个示范基地；
联合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职业教育分会，构建关键技术共享
及服务网络，通过核心企业和核心
院校带动产业链，产业链带动产业
集群，产业集群带动区域推广，推
进智能生产线关键技术共享服务平
台在中小企业中规模化应用推广。
　　近几年，常信院专注工业互联
网，主攻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深度融合，服务江苏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服务长三角产业协同转型升
级、服务国家工业互联网应用型人
才需求，培养“生产设备数字化、
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要素网络化、
企业管理智慧化”的工业四化应用
型人才。
　　常信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学校
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学校不
断深化改革、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取
得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学校科研工
作具备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
显示出学校科技创新巨大的发展动
力。                               （钱中平）

　　8 月 27 日，以“感知大运河，
保护地球村——让运河文化走向世
界”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在扬州运河
三湾风景区开营。扬州市政协主席、
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
(WCCO) 执行副主席陈扬在开营仪
式上冀望中外青年担当运河文化国
际交流的使者、行者和歌者，让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在青
年一代身上得到弘扬和光大。
　　扬州是中国大运河的“原点”
城市和申遗牵头城市，2500 多年前
吴王夫差在扬州开凿古邗沟，拉开
了 中 国 大 运 河 的 序 幕。2014 年，
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陈扬说，“如果说长城是中

华民族挺立的脊梁，那么大运河就
是中华民族流动的血脉。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是中国一项重要的
国家战略，也是青年一代的历史责
任。”
　　此次研学活动为期 3 天，来自
南非、马尔代夫、刚果（布）、印
度尼西亚、柬埔寨等 7 个国家的近
80 多名留学生，通过实地探访运河
三湾风景区、瓜洲船闸、高邮大运
河等，近距离地感知大运河、了解
大运河。陈扬称，WCCO 联合扬州
市职业大学开展此次研学活动，旨
在让国内外青年学生了解中国大运
河的深厚文化内涵，感悟生生不息、
奋斗进取、开放包容的中华精神。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互鉴而丰富。”扬州市职业大学党
委书记周胜在开营仪式上表示，希
望通过这此活动，同学们能够了解
运河、热爱扬州、深度感知中国。
　　“大运河流经扬州，北高南低，
水流急转直下。为减缓水流速度，
明朝万历年间，大运河扬州城区一
段直线 100 米的河道改弯为 1.7 公
里，是为‘运河三湾’，这里有精
妙的水工价值、丰厚的文化价值以
及重要的民生价值。”来自南非的
一位留学生表示，此次在研学第一
站运河三湾风景区就收获满满，感
受到大运河凝结了中华先人适应自
然、改造自然的中国智慧。（崔佳明）

　　8 月 28 日上午，一列满载货物
的海铁联运班列从淮安新港铁路专
用线缓缓驶出，该批货物将以铁路
转海运的联运方式，抵达美国、德
国、以色列等国家。
　　这是江苏淮安地区继去年开通
宁波北仑港海铁联运后开辟的又一
条“海上丝绸之路”新通道，也标
志着越来越多的“淮安造”“江苏造”
产品更快走向世界。
　　当天上午，淮安台资集聚示范
区建设重点服务项目“淮安—上海”
海铁联运班列首发仪式在淮安新港
铁路有限公司举行。
　　当天首发的“淮安—上海”海
铁联运班列，由淮安新港铁路有限
公司负责装车组织，共搭载 80 个标
准集装箱。该班列从淮安地区铁路
袁北站始发，采用一站直达的整列
运输方式，运抵铁路上海芦潮港站。

　　据了解，采用这种运输方式，
较一般的铁路运输方式节省 20% 的
运行时间，预计 24 小时后到达上
海芦潮港站。
　　“经过前期的市场培育，淮安
地区海铁联运的运量将出现大幅增
加。预计淮安到上海芦潮港的海铁
联运将实现至少每周两班的发运频
率。”江苏省铁路集团副总经理程
飞在活动上表示，“开行淮安—上
海海铁联运班列增加了淮安台资企
业及苏北地区企业的出海通道，也
促进了苏台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
　　江苏省铁路集团运营管理部部
长王建平表示，“淮安—上海”海
铁联运班列的成功开行，将汇聚更
多力量服务台资企业在淮安、在江
苏的发展，汇聚更多的铁路元素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带动苏
中、苏北地区企业“走出去”。（申冉）

　　9 月2日，南京市
雨花台区中国（南京）
软件谷阿凡达机器人
研发中心内，工作人
员演示阿凡达酒店营
销机器人的功能。该
机器人形似“萌娃”，
具有自然语言对话、
触摸式感应、声源定
位、知识问答等多方
面功能。   （泱波 摄）

　　近日，航拍江苏昆山花桥花溪公园，古典园林美景尽收眼底。高标准
建设的绿化景观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                   （泱波 摄）

航拍苏州花桥城市“绿肺”

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无锡发力提升惠山枢纽能级锚定智能生产线技术共享
常信院再获国家级科研项目

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新通道：
江苏腹地产品铁海联运直达海外

近 80 名“洋学生”在“世界运河之都”扬州感受中国智慧

　　9 月 3 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以“和平”为主题的凭
吊抗日航空烈士纪念活动在南京抗
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举行，缅怀中外
抗日航空英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图为社会各界凭吊中外抗日航空烈
士。       （无人机拍摄，泱波 摄）

  抗战胜利 75 周年
南京各界纪念抗日航空烈士

走进南京软件谷聚焦“萌娃”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