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
洋，开创了世界航海史和中外交流史上空前的
壮举。著名的 《郑和航海图》 从明代流传至
今，其全称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
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这张图明白地揭示出
南京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郑和下西洋，留下什么？
最直观的是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

产。其中的宝船厂，是郑和宝船的主要建造基
地，可同时修造数十艘各型海船，是当时全世
界最大的造船厂。位于龙江关的天妃宫，是明
成祖朱棣应郑和的请求，敕令工部建造的最高
等级的妈祖庙，将沿海地区流行的民间信仰上
升为国家意志。静海寺是朱棣为庆贺郑和第二
次下西洋平安归来所建，寺内保存了郑和从海
外带回的佛像和稀有树种。永乐六年，浡泥

（文莱的音译） 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亲率使团随
郑和访华，受到明成祖的礼遇，其后他不幸染
疾，遗嘱托葬中华，气势宏大的浡泥国王墓由
此矗立于南京南郊，成为中国与文莱世代友好
的历史见证。

郑和留给我们更重要的是开拓进取精神。
譬如，南京本为内陆城市，紧临长江是其重要
优势。长江既为经济上的大动脉，也曾是江东
政权偏安一隅的天堑，而郑和船队则将长江变
成了走向海洋的通途。郑和在 《天妃灵应之记
碑》 中写道：“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
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
云 帆 高 张 ， 昼 夜 星 驰 ， 涉 彼 狂 澜 ， 若 履 通
衢。”2010 年南京出土了郑和副使洪保的墓志
铭，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乘大福等号五千料
巨舶，赍捧诏敕使西洋各番国……航海七度西
洋，由占城，至爪哇，过满刺加、速门答刺、
锡兰山，及柯枝、古里，直抵西域之忽鲁漠
斯、阿丹等国……在数万余里，中国之人古未
尝到。”虽然经过了数百年，这段文字之中的
豪迈之气仍然溢于言表。

郑和下西洋的开拓进取精神，恰恰正是当
下我们向海图强最需要的时代品格。

南京大报恩寺是明成祖朱棣修建的皇家寺
院，其中的琉璃塔九级八面，高78米，通体以
五彩琉璃为装饰，精美绝伦，曾有“天下第一
塔”的美誉。十七世纪后半叶，该塔被介绍至
欧洲，西方人将它视为中国的标志性建筑，给
予极高的评价，安徒生还将它写入了童话。该
塔顶部安装的承露盘、宝珠，色泽金黄，望之
如同黄金所铸，其实所用的材料是郑和从暹罗

（今泰国） 引进的优质黄铜，时称“风磨铜”，
它们也是明代所铸宣德炉的主要材料。明人张
岱这样评价琉璃塔的成功：“非成祖开国之精
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智才略足
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风磨铜的故事告
诉我们，优秀文明成果的诞生离不开中外文
化、技术、物资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巨大的风机，随风转动；几百块太阳能电
板向远方延展，蔚为壮观；电板下方的清澈水
域中，鱼儿往来翕忽⋯⋯夏日阳光下，盐城东
台市的中节能“风光渔”立体互补产业基地能
量满满。

这样的盐城，与 500 公里外的宁波一样向
海而生、向“绿”而行，千里同“风光”。

2011 年，“风光渔”综合利用模式，这种
滩涂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从盐城出发
走向全国。

“除了风电项目，仅太阳能发电项目总装
机容量就达到 78.8 兆瓦，平均每年上网电量 1.2
亿千瓦时，可满足 8 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今
年是苏亚东在中节能东台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工作的第 14 个年头，得知记者来自浙江宁波，
苏亚东脱口而出：“后来国内规模最大的‘渔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就在宁波慈溪。”

苏亚东所说的，是慈溪周巷水库长河水库
光伏发电项目，年均发电量约 2.2 亿千瓦时。

当时的全国第一，早已被后来者超越。
2021 年，象山长大涂滩涂光伏项目并网发

电，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海岸滩涂渔光互补光
伏项目。

像这样大规模的渔光互补光伏发电站，如
今已广泛分布于宁波沿海的慈溪、镇海、宁海
等地。

去年，宁波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总
量超 80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四成，光伏、风
电装机总量规模居浙江省首位。

千里之外的盐城，早已凭借海上风电装机
规模占江苏省 46.2%、全国 15%、全球 8%的成
绩单，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风电第一城”。

就在记者在盐城采访期间，全球最大风电
试验平台在盐城上海电气风电滨海基地投运，
首台机组同时下线；国内首个中外合资海上风
电项目实现发电量突破 50 亿千瓦时。

千里同“风光”，各自天一色。宁波与盐
城，相隔千里之遥，却不约而同踏上向绿色
海 洋前行的征途，共同追求生态与经济的和
谐共长。

“双休日回宁波，工作日在太仓，这样的
生活，我已持续两年。”

陈利钿，地道宁波人，在宁波工作 16 年
后，被宁波舟山港集团派到太仓武港码头，目
前担任太仓武港码头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在宁波舟山港集团，像陈利钿这样过着
“双城记”生活的员工还有不少——这些变化
背后，是宁波舟山港海港功能向内陆港拓展的
生动缩影，也是江苏省各大港口由江港向海港
转身的背影，更是“长三角”港口串珠成链、
串链成群、链群协同，构建世界级港口群的关
键一跃。

仅仅在太仓港，宁波舟山港就有 4 家所属
单位：太仓万方国际码头、太仓武港码头、太
仓国际集装箱码头、苏州现代货箱码头。

4 月 25 日，太仓武港码头迎来历史性时刻
——长江上迄今载重吨位最大的船舶、新加坡
籍超大型船舶“第六摩卡”轮，停靠在太仓武
港码头 20 万吨级卸船泊位上。

不久前，宁波舟山港全资子公司南京明州
码头有限公司与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附属
二级子公司南京港龙潭天辰码头有限公司进行
股权重组，世界第一大港与内河航运第一大港
的“联姻”，使得江海联运成为可能。

记者在南京港龙潭港区看到，5.46 公里的
铁路专用线，打通了铁路进港的“最后一公
里 ”， 该 项 目 已 入 选 “ 国 家 多 式 联 运 示 范 工
程”的南京港多式联运示范项目。

“目前，南京港已实现全方位联运，通过
中欧班列，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在南
京港交会。”南京港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而来自江苏省港口集团南京港机重工公司
的门座式起重机，也早已服务于宁波舟山港。

“宁波舟山港也是我们的客户，多年来累计订
单超过 30 台。”该公司总经理张传平坦言，“服
务大港，能提高我们的设计与制作水平。”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引领下，苏浙
港口携手共进，海港内拓，江港外延，共同见
证一个世界级港口群喷薄而出的时刻。

世界第一大港与
内河航运第一大港“联姻”

一个世界级港口群
的喷薄欲出

向“绿”而行
千里同“风光”

A “六国码头”出江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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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
而生

翻开江苏地图，一幅绿意盎然而丰饶富足的画卷徐徐展开。
“苏湖熟，天下足”。
古时，这里的“六国码头”见证了商贾云集的繁华盛景；郑和船队七度启航

于此，搭建起东西方交流的桥梁。
如今，“长江集装箱第一大港”，已成为连接世界的重要物流枢纽；海岸线

上，风电机组优雅转动，绿色动能澎湃，更象征着江苏对绿色未来的孜孜以求。
6月12日至16日，在太仓、南京、盐城，呈现在宁波日报“蓝色脉动——

中华海洋文明探源”全媒体采访小组眼前的，是江风与海风交融之下，一片古老
又充满活力的土地。

“江淮盐，天下咸”。盐
城 ， 曾 经 以 “ 盐 ” 名 扬 四
海。国内首个以海盐为主题
的中国海盐博物馆，收纳了
盐城人对海盐文化的记忆和
自豪。

独 特 的 海 洋 资 源 ， 孕 育
出 盐 城 的 生 态 多 样 性 。 如
今，曾经晒盐的滩涂，成了
充满“湿”意的世界自然遗
产保护区，南来北往的鸟类
在此栖息、流连。

“盐城老百姓将麋鹿、丹
顶鹤、勺嘴鹬称为‘吉祥三

宝 ’， 游 客 纷 纷 慕 名 而 来 。”
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 中 节 能 “ 风 光 渔 ” 立
体 互 补 产 业 基 地 ， 风 力 发
电、光伏发电与渔业养殖相
互融合，形成了一个独具特
色的立体互补模式。

这里的“风光”，不仅吸
引游客，更吸引了大批央企
落户。

站 在 “ 全 球 海 上 风 电 装
机规模 10%”的起点上，盐城
正倾力打造海洋可再生能源

产 业 链 ， 建 设 海 上 风 电 母
港、示范项目及多元化能源
集成的“能源岛”，推动绿色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江 淮 之 地 ， 不 见 波 澜 壮
阔 ， 却 深 谙 “ 见 海 ‘ 不 靠
海’、不见海‘吃海’”之道。

郑 和 下 西 洋 的 开 放 视
野，在江苏 10.72 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深深扎根，这一片
面 积 不 断 增 加 的 冲 积 平 原 ，
绿 意 “ 湿 ” 情 ， 活 力 迸 发 ，
在创新和进取的交融中，谱
写新时代蓝海交响华章。

记者 朱安伟
吴育新 梅子满
龚一鸣 史米可

郑和下西洋
留下什么？
祁海宁（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

远眺刘家港，浏河汤汤，
向着 30 余公里外的大海奔涌。

从 太 仓 始 发 的 元 代 古
船，静静停伫在太仓博物馆
里，在它身上，你可以遥想

“六国码头”的繁华、郑和船
队下西洋的雄姿。

伫 立 在 太 仓 武 港 码 头 ，
望 着 眼 前 繁 忙 的 港 口 景 象 ，
记者仿佛看见了“天下第一
码头”更加辉煌的明天。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发 展 战 略
实施以来，地处江尾海头的
太仓港，与宁波舟山港、上
海港两大世界级港口频繁互

动——
宁 波 舟 山 港 集 团 ， 在 太

仓港有 4 家所属单位，每周有
8 班“甬太快航”自太仓港启
航，直达 200 海里之外的宁波
舟山港；

领先全国的沪太通关一体
化，更使得“货物进了太仓港
区，等同于进入上海港”。

据 最 新 统 计 ， 太 仓 港 跃
居 全 球 集 装 箱 港 口 第 20 名 。
2023 年集装箱吞吐量 803.9 万
标箱，连续 14 年领跑长江沿
岸港口。

“以上海港、宁波舟山港

为龙头，统筹沿江沿海，推动
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共建辐射
全球的航运枢纽。”交通运输
部近日印发 《关于新时代加强
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
的意见》，预示着长三角世界
级港口群建设的“提速”。

“深化拓展与上海港、宁
波舟山港等沿江沿海港口的
合作，打造‘大进大出’‘快
进快出’‘优进优出’的物流
集散地。”太仓市委书记、太
仓 港 口 党 工 委 书 记 汪 香 元 ，
渴望穿越 600 余年历史烟云，
再次扬帆远航。

“宝船”依旧下西洋B
1405 年至 1433 年，郑和

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谱写了
世界航海史上一部伟大的交
响史诗。

船 队 中 的 宝 船 ， 多 数 出
自位于如今南京龙江路上的
宝船厂。其作为明代造船业
的翘楚，无疑是当时的“单
项冠军”。

而 今 ， 宝 船 厂 遗 址 无 声
讲述着那个伟大的壮举，而
南京的造船技艺接续着往昔
的辉煌，历经岁月洗礼传承
至今。

专注于滚装船细分品类的
招商局金陵船舶 （江苏） 有限
公司 （金陵船厂），其核心产品

滚装船，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产品名录。

不久前，全球最大滚装船
运营商华伦威尔森，在金陵船
厂下单了16艘滚装船，订单总
金额约20亿美元。

巨 额 订 单 背 后 ， 是 金 陵
船厂近 200 项专利保障和国际
国内 20 余项行业大奖的口碑
加持。

克 拉 克 森 数 据 显 示 ， 金
陵船厂汽车运输船手持订单
已达 30 艘，排名全球第一。

长 江 边 的 码 头 上 ， 排 列
的是海港不可或缺的标志性
设备——门座式起重机，这
里是江苏省港口集团南京港

机重工公司的码头。
这些巨型设备，是这家国

家级单项冠军企业的“拳头产
品”，远销东南亚、非洲、南
美洲的16个国家与地区。

“国内沿海沿江区域，几
乎每个港口码头都有我们的
设备，在港口门座式起重机
这一细分领域，我们排名全
球第一。”南京港机重工公司
总经理张传平信心满满。

金 陵 城 远 离 海 洋 ， 却 诞
生出一批海洋领域的“世界
第一”。他们犹如“扫地僧”
一 般 ， 深 藏 不 露 却 实 力 顶
尖，南京也因此在海洋发展
浪潮中熠熠生辉。

海盐鹤魂“湿”意浓C

江苏海洋“蓝色清单”

海洋产业增加值突破6800 亿元
到2030年

海洋产业增加值突破4200 亿元

到2025年

在2022年基础上翻一番，初步建成全
国重要的海洋产业创新高地，海洋经济成为
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培育十大海洋产业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

海洋船舶工业
海洋电力业
海洋渔业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
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
海洋旅游业

海洋技术服务业
海洋信息服务业

实施海洋经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行动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促进海洋科技成果孵化转化
构筑海洋人才集聚高地

实施海洋产业绿色化数字化发展行动
促进绿色化低碳化发展

加快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实施海洋产业开放合作行动
深化海洋合作

加强国内涉海交流合作
推动省内海洋产业融合发展

见海“不靠海”不见海“吃海”

江苏寻梦
“海之蓝”

内容源自 2023 年 8 月底公布的 《江苏省海洋产业
发展行动方案》

南京宝船厂遗址公
园内复制的郑和宝船。

（史米可 摄）

盐城条子泥湿地盐城条子泥湿地。。
（（梅子满梅子满 摄摄))

盐 城 国 家 级 珍 禽 自 然 保 护盐 城 国 家 级 珍 禽 自 然 保 护
区区。。 （（梅子满梅子满 摄摄))

盐城中节能盐城中节能““风光渔风光渔””立体立体
互补产互补产业基地业基地。。（（龚龚一鸣一鸣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