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出海！小渔村的嬗变

上海，最鲜明的城市底色是什么？
6000年前，先民择此而居，逐海而生；6000年后，小渔村变身国际大都

市，向海图强。
6月16日至18日，宁波日报“蓝色脉动——中华海洋文明探源”全媒体采

访小组，循着上海发展的脉络，试图探索海洋文明澎湃升腾的密码。

记者 朱安伟
吴育新 梅子满
张 颖 史米可

上 海 ， 在 不 少 人 看 来 ，
是一座开埠后才冉冉升起的
明星之城。

1957 年 青 浦 的 一 次 偶 然
发 现 ， 把 崧 泽 这 个 沉 寂 了
6000 年的小渔村推到聚光灯
下——这里是上海先民最初
的家园。大上海，就从这个
小渔村出发。

“上海第一人”“上海第
一房”“上海第一村”“上海
第一稻”⋯⋯在上海青浦崧
泽遗址博物馆，一个个海洋
文明的细节和烙印，开启了
一座城市沿海而居、向海而
行的漫长记忆。

时 光 流 转 到 唐 宋 之 时 ，
依 旧 是 青 浦 ， 但 繁 盛 “ 停

留”在青龙镇。
“文献记载，青龙镇是唐

宋 时 期 重 要 的 对 外 贸 易 港
口。”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
副 研 究 员 王 建 文 告 诉 记 者 ，

“青龙镇遗址发掘出土了 6000
多件出自福建、浙江等地窑
口的可复原瓷器，以及数十
万片碎瓷片。其中，福建窑
口 的 大 量 瓷 器 与 在 朝 鲜 半
岛、日本等地发现的瓷器非
常相似，这说明当时许多瓷
器运到青龙镇后进而转口外
运，主要销往高丽与日本。”

这 一 切 ， 印 证 了 彼 时 上
海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重
要贸易港口的史实。而“长
江口二号”古船的发掘，更

为上海开埠后的海洋贸易航
运史提供了实证。

这 艘 清 同 治 年 间 沉 没 于
长江入海口的货船装着大量
出口瓷器。目前出水的 700 多
件文物中，瓷器有近 600 件，
此外，还有宜兴窑刻诗文紫
砂壶、越南合礼窑淡青釉水
烟罐等器物。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正式
发掘！”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
科技中心研究员周浩告诉记
者，据前期考古分析，这艘
货 船 的 沉 没 缘 于 一 场 台 风 。
在他看来，通过发掘“长江
口二号”古船，可以探究这
座城市如何通过海洋开展对
外商贸交流的历史。

开放！浦东撬动改革格局B
在 崧 泽 ， 依 稀 能 感 受 到

6000 年前的海风吹拂；而在
上海外滩，魔幻的灯光，定
格世界级大都市的“海国图
志”。

“上海是一座向海而生的
城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到改革开放再到现在，上
海 始 终 是 中 国 工 业 、 商 业 、
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并始终
传 承 着 崧 泽 文 化 和 江 南 文
化。”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
央原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原
副主席、上海公共外交协会
会长周汉民告诉记者。

1990 年 ， 黄 浦 江 东 岸 这
片曾经的农田，担负起国家
战略级开发的历史使命。34
年来，它成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
建设的缩影”。高楼林立的陆
家嘴，是浦东见证上海乃至
中国改革时代脉搏的地方。

今 天 的 浦 东 ， 开 展 对 外
贸 易 、 对 外 投 资 、 服 务 贸
易、数字贸易，以占上海全
市五分之一的面积、四分之
一的人口，贡献了三分之一
的经济总量，是上海经济的
增长极和发动机。

浦 东 开 发 就 是 一 根 撬 动
中国开放全局的杠杆，它在
让上海成为带动长三角发展
龙头的同时，也让包括宁波
在内的长三角城市群紧紧跟
随，共同发力奋进。

“浦东，不仅是上海的浦
东，更是全国的浦东。作为

中国经济的高地，浦东的影
响力和历史使命仍在不断地
延续和深化。”周汉民告诉记
者，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
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给予浦
东 更 高 期 待 —— 到 2035 年 ，
浦东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构
建 ， 现 代 化 城 区 全 面 建 成 ，
现代化治理全面实现，城市
发展能级和国际竞争力跃居
世界前列；到 2050 年，浦东
建设成为在全球具有强大吸
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
响力的城市重要承载区，城
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全
球典范，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璀璨明珠。

临港！“海中之城”的新时代探索C
浦 东 向 南 ， 是 临 港 新 片

区 （以下简称临港），立长江
之潮头，面东海之广袤。

周汉民告诉记者，临港未
来将扩展至 400 平方公里，并
持续向更高的发展目标迈进。

全 面 对 接 国 际 高 标 准 经
贸规则，实施更高标准的贸
易自由，打造更高水平自由
贸易试验区——这是临港的
探索方位。

“ 自 2019 年 8 月 揭 牌 以
来 ， 临 港 大 力 发 展 集 成 电
路 、 人 工 智 能 、 生 物 医 药 、
民 用 航 空 等 前 沿 科 技 产 业 ，

以及高能级航运服务业、跨
境金融、新型国际贸易等开
放型产业。”临港管委会制度
处 四 级 调 研 员 林 鹤 告 诉 记
者，“4 年来，临港累计形成
突破型制度创新案例 103 个，
其中，全国首创案例 48 个。”

临 港 ， 面 朝 大 海 ， 奋 勇
前行，也牵引着一湾之隔的
宁波。

智 能 新 能 源 汽 车 ， 一 马
当 先 ， 成 为 临 港 规 模 最 大 、
带动效益最高的产业——2019
年产值 314 亿元，2023 年产值
近 3000 亿元。而宁波也受益

于此，成为上海新能源产业
链上重要的一环。

从 源 远 流 长 的 海 洋 文
明 ， 到 紧 密 合 作 的 海 洋 经
济，再到海洋城市的各自探
索⋯⋯上海在开放，浦东在
创新，临港在探索，而长三
角城市群也在携手并进。

海 岸 线 沧 桑 变 迁 ， 文 明
却在时代激荡中流动互鉴。

同 一 片 海 ， 一 样 的 沿 海
而居，一样的海纳百川，一
样的向海图强！

一声“阿拉”，沪甬共同
见证一个伟大的蓝海时代！

上海和宁波，都是向海而生的城市——
6000年前的崧泽，8000年前的井头山，都细数
着两地先民“沿海而居”的历史。

上海和宁波，有着相近的“亲缘”，更有
紧密的联结。1949年至1978年，近30年的时间
内，上海常住人口中有 1/3是“宁波裔”。上海
人之中也始终有一句话，叫“宁波帮，帮宁
波”。

1984 年，两座城市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
共同担起改革开放重任。这种因海而兴的发展
历程，是海洋文明开放最直接的展现。上海和
宁波，是兄弟城市，同发展共繁荣。基于区位
优势，两座城向海图强。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浙江自
贸试验区宁波片区、宁波舟山港……40 年后，
依旧是同一片海——海洋经济，兴盛；海洋文
明，传承。

而包括两座城在内的多个沿海城市，有了
新目标：建设现代海洋城市。

宁波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具备客观条
件：有区位优势，有深水良港，这是自然禀
赋。此外，成为浙江自贸试验区的组成部分，
更是战略抉择。要做好杭州湾、象山湾、三门
湾的文章，让“三湾”既有联系又功能各异，
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站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角度，宁波的全球海
洋中心城市建设要往外走，与舟山形成更为紧
密的战略合作；与上海临港新片区的合作越紧
密越好；与国内其他地区要更紧密合作。

通过海洋文明探源，做一次历史回溯，是
为了更好地拥抱未来。

在总长度超过 3.26 万公里的中国海岸线
上，遍布众多海洋城市，应多看看、多走走，
借鉴更多的“它山之石”，以海纳百川之胸
怀，放眼更宽广的洋。

一个杭州湾，让上海与宁波隔湾相望；一
声“阿拉”，让彼此亲情相通，一个蔚蓝色梦
想，隔湾绽放。

宁波日报“蓝色脉动——中华海洋文明探
源”全媒体采访小组，在探寻上海海洋文明澎
湃升腾的密码的一路奔波中注意到，沪甬向海
而行，彼此映射。在繁花似锦的上海传奇中，
照见一个时代的宁波身影。

与朝气蓬勃的浦东相比，地处上海西部、
距离外滩 40 公里的青浦区青龙镇，如同苏浙一
个再普通不过的乡镇。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
毫不起眼的城郊之域，8 年前这儿发掘出土的
6000 多件瓷器及数十万片碎瓷片，让考古界为
之震动——这儿曾是上海最早的“外滩”。

让记者吃惊的是，一只北宋中期的青瓷碗
在上海青龙镇，留下“宁波故事”。

在青龙镇遗址考古工作站库房里，王建文
小心地拿起一只青瓷碗。尽管碗的釉色接近秘
色瓷，但工艺明显要比唐代的越窑青瓷差一
些。“这表明作为商品瓷，这批出土的瓷器制作
工艺趋于平民化。”王建文说。

岁月流转。
陆家嘴的灯光秀，每天都在黄浦江畔上

演；而 iPN 渔轮厂的音乐秀，日日在甬江畔唱
响——大海给予上海和宁波相同的禀赋和气质。

当下，海洋经济正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
点，越来越多的沿海城市提出建设海洋中心城
市的设想。

就在 6 月初，上海发布首份以现代海洋城
市发展评估为主题的研究报告—— 《上海现代
海洋城市发展蓝皮书 （2023 年评估报告） 》。
报告显示，上海现代海洋城市建设已进入国际
第一梯队、国内领先水平。

6 月 4 日，宁波市委、市政府召开海洋中心
城市建设推进会，提出加快打造蓝绿交融、亲
海乐海、产创共兴、活力涌动的北纬 30°最美
海岸带，全面建设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科技先
进、海洋生态优良、海洋文化繁荣、海洋治理
高效的海洋中心城市。

仅一湾之隔，宁波亦冀望以海洋中心城市
建设，全面激发蓝色引擎澎湃动能。

滴水湖，位于上海东南隅，近杭州湾、长
江口交汇处。

绕直径 2.66 公里的圆形湖一圈，没有拥堵
的交通、喧闹的嬉笑声，仿佛与 75 公里外的上
海外滩，身处两个世界。

滴水湖所处的区域，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

说临港是一座从海里生长出来的年轻之
城，恰如其分。

这里有海洋创新园：瞄准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核心承载区、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
市重要承载区等主攻方向，到 2035 年，成为千
亿级的超级园区；

这里有洋山港：2023 年，集装箱吞吐量超
过 2500 万标箱，占上海港的 51%；

这里有东海大桥风电场：亚洲第一座大型
海上风电场。

“海中之城”，已借“海”起势。
临港还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标识——自贸

区。
“试制度、探新路、测压力”，临港管委会

制度处四级调研员林鹤用 9 个字，道出了上海
人对临港的期待。开放创新，成为它的肩上之
责。

这里，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
施更高标准的贸易自由，持续建设更高开放度
的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与临港一湾之隔的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
区，该如何借势发力，锻造国际开放枢纽之都？

过去一年，宁波片区成绩单亮眼——累计
16 项创新成果被国家有关部委复制推广，30 项
创新案例入选省级制度创新最佳案例。

谋定而后动，笃行以致远。
当前，宁波片区正以“大宗商品资源配置

枢纽建设”为提升战略，冀望实现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

6 月 25 日，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发布合作
发展倡议，倡议统筹长三角自贸试验区优势特
色，重点加强大宗商品、数字贸易、航运物
流、科技创新、产业协同等领域合作发展。

与此同时，滴水湖金融湾研究院浙江分院
宣告成立，未来将加强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浙沪
联动。

上 海 借 “ 海 ”， 让 滩 涂 变 身 “ 开 放 新 高
地”；而杭州湾南岸的宁波，隔湾起势，奔涌向
前，只为一个共同的信念——向东是大海。

上海借“海”起势

宁波如何隔湾发力？

蔚蓝色梦想
隔湾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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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一片海
放眼更宽广的洋
周汉民（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上
海市政协原副主席、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一声“阿拉”

见证伟大的蓝海时代

青龙镇遗址青龙镇遗址。。

上海外滩夜景上海外滩夜景。。

青龙镇遗址出土的越窑青瓷碗青龙镇遗址出土的越窑青瓷碗。。““长江口二号长江口二号””古船存放点古船存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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