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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初衷，吴兴高新

区的灵粮农场有了一个新名字：“自然伙

伴计划”国际交流中心。这是由湖州市联

合中国计量大学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研究

中心及海外科研院所共同发起成立的公

益机构，旨在号召全社会争当自然生态观

察者、自然环境守护者、自然知识传播者，

向世界推介呵护生态的创新实践。

自去年荣获“东亚文化之都”以来，湖

州抢抓国际传播的新机遇，努力让“生态

文化 江南呈现”的音浪越来越强，“跨越山

海 唱响国际”的中气愈来愈足，进一步彰

显“最江南”的生态颜值、文化底蕴、生活

美学和文化窗口。“最江南”的故事如何讲

给世界听？连日来，记者展开深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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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具有鲜明

跨文化特性的理念之一。今年3月，湖

州的“一根竹子”在联合国环境署举办

的亚太地区塑料污染治理闭门会议上成

为主角，向世界各国推介我市“以竹代

塑”在助力塑料污染治理和绿色消费转

型方面的创新实践。

靠“一根竹子”，湖州打造出覆盖

30余个国家的“以竹代塑”产业链，通

过健全政策支撑体系、聚焦完善产业发

展、拓宽应用场景等，我市持续探索塑

料污染源头治理新途径，每年可为全球

减少塑料超50万吨。

作为“走向国际”的重要叙事，湖

州的“绿色故事”正越讲越精彩。

在德清县下渚湖湿地风景区，一辆

无人驾驶道路清扫车正缓缓清扫路面。

遇见车辆行人，它从容避让，流畅精准的

“智慧”背后，是“车路云网图”协同感知

系统的强力支撑，这张看似无形的“图”，

凝聚着当地十三载磨一剑的绿色实践。

在“云端”，山川、植被、房屋、

道路“无中生有”形成了三维实景；现实中，

430多家地信企业、64幢产业大楼、300亿元的

年产值实现“从无到有”，让湖州成为联合国全

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的所在地。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

绿色恰似湖州的城市底色。去年以来，绿色低

碳创新发展的“湖州故事”拔节有声。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湖州的“村咖”热度

持续攀升，这让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开了近24年

的咖啡店的托马斯有点不解。直到最近他不远

万里来湖州体验后才恍然大悟：“现代的设计、

传统的乡村、国际的表达，原来这里卖的不是

咖啡，而是风景！生态美与百姓富，共生共

赢、相得益彰，绿色原来可以具象化。”

把优美的自然环境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效

益，这是“两山”转化形成的共赢。曾经，生

态生产力被视作一种隐形的生产力，大家知晓

它、谈论它，却对它缺乏具象的感知。直到一

杯咖啡、一顶帐篷为“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

只合住湖州”添上全新的注脚。

这些年，湖州努力推动“好风景”和“新

经济”双向奔赴，让“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之间画上更清晰更优美的等号，绿色的故

事几乎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这份信念朴素而又深刻，如今的湖州发展

的底气更足、发展的思路更明，正不断提升区

域自主创新能力，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5G等新兴产业，孕育出更多

立足浙江、面向国际的“绿”。

安吉“宋韵白茶”省级非遗茶空间里的安吉白茶制
作技艺展示，吸引了众多国际友人驻足、体验。

记者王洁涵摄

吴兴区龙泉街道潘公桥社区“国际友人品湖州—品茶韵赏非遗”梨园
戏歌贺新春活动举行。在湖工作学习的外籍友人、留学生欢聚一堂，迎接
新春佳节。 记者李则名摄

光影故事，越讲越创新

一颗珍珠能带来怎样的国际影响

力？湖州古老的农耕文化最近孕育出新

的硕果。湖州的“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

殖系统”在上个月成功入选2025年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新增项目名录，成为

全国首个水产养殖领域的世界级农业文

化遗产项目。

资料显示，早在南宋时期，湖州府

人士叶金扬就在德清“小山漾”发明了

附壳珍珠养殖技术，解决了人类无法培

育淡水珍珠的技术难题。该项技术也经

由湖州传播至欧洲和日本，推动了珍珠

文化在全球的发展与兴盛。

奔腾不息的苕溪、烟波浩渺的太

湖、贯通南北的运河，历史上的湖州创

造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盛况；四通

八达的水系，星罗棋布的圩田，作为

“江南腹心”，湖州也因山水清远的自然

禀赋被世人称道。全方位多层次讲好湖

州故事，传统文化是绕不开的话题。

在湖州，喜闻乐见的农耕文化、民

俗文化丰富多样，已逐步涵盖人、乡

村、时代等多重领域，诸多

地方和器物都有展示自身、

走向聚光灯的基础。荣获

“东亚文化之都”以来，湖

州面向全球广泛开展人文交

流，吸引国外各界相关人士

参与，亲身感受湖光山色之

间深厚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开

放包容的城市品格，不断提升城市的美

誉度和吸引力。

为了把传统的故事越讲越年轻，湖

州坚持在细节上积极营造“见物、见

人、见生活”的文化新生态。今年 4

月，以网球场为灵感、100余孔虚实相

交的剪纸艺术作品近日被递到了“网坛

传奇”安德烈·阿加西手中，他没想

到，湖州国际红土网球中心永久荣誉会

员证书竟然是一件精美的剪纸艺术作

品。社交媒体上，安德烈·阿加西自豪

地展示起这张特殊的证书，引发国外网

友关注和点赞。

类似的“出圈”案例还有很多。比

如最近举行的2025许嵩“呼吸之野”巡

回演唱会现场，歌手手持湖州羽毛扇翩

然登场，与舞台背景画卷中绘制的市井

繁华相映成趣，增添了独特的美学质

感。演唱会后，诸多“粉丝”慕名来到

湖州，也想购得一把跟歌手同款的湖州

羽毛扇。

文脉悠长、与古为新。在推动传统

文化繁荣创新过程中，湖州这些年持续

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发挥“丝笔书

画茶禅”等特色文化资源优势，用一个

个传播的案例汇聚成“最江南”的好声

音，转化为面向外界的新“流量”，塑造

出城市良好的文化形象。

德清县舞阳街道塔山社区，外国友人在农民指
导下采摘松茸，学习农事知识。 记者 王树成 摄

百叶龙表演走上瑞士街头，得到当地市民热烈欢迎。 通讯员 梁奕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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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妇女能力建设研
修班一行来到吴兴区八里店镇潞村村考察学习。

记者 李则名 摄

电影常常被誉为“第七艺术”，因为

它综合了绘画、音乐、诗歌、舞蹈等其他

艺术形式的特点，通过连续的影像和声

音，创造出独特的叙事和情感体验，具有

引导社会潮流和文化风向的广泛影响力。

法国戛纳最近传来捷报，“湖州才子”

单佐龙担任制片人的电影《狂野时代》在

第78届戛纳电影节上荣获特别

奖，填补了华语电影过去10年来在戛纳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奖项的空白，赢得了

国际影坛的高度认可。单佐龙是土生土

长的湖州人，在双林中学读书期间，就

早早地展现出对艺术的浓厚兴趣。他坦

言，是湖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自己的艺

术创作埋下了“灵感种子”。

个体荣誉的背后，是湖州大力发展影

视文化产业的持之以恒。政策激励下，这

些年，湖州的影视文化人才能人辈出，诸多

作品频频亮相国际舞台。去年，湖州青年

导演陈小雨作品《乘船而去》获“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四项提名，该影片具象展现了

“江南水乡”寄寓的哀思和悲情，荧幕上那

只摇摇晃晃的船，载着无数观众驶向了湖

州的小桥流水，催生出奇妙的“化学反应”。

全媒体时代，光影的故事最易共情

和传播，既是民族品格的“放大镜”，也

是文化传播的“倍增器”。安吉昌硕影视

公司联合出品电影纪录片《里斯本丸沉

没》讲述了“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

时8年制作完成，寻访英、美、日、中

核心当事人及后代，试图无限接近中国

舟山东极岛附近海底30米处的二战“死

亡之船”的真相，成为去年以来口碑最

好的国产院线纪录片电影。

“地方表达”变成全球观众的“国际语

言”，也离不开技术的创新。今年，亚洲单

体最大的LED虚拟拍摄屏在德清搭建完

成，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剧本创作—实时预

演—LED拍摄”全实时闭环的AI虚拟制片

基地。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直径50米

的环幕瞬间由海洋深处切换到珠穆朗玛

峰，演员置身其中，画面真假难辨。

平民化、多元化的传播格局日益形

成，去年以来，湖州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展

示出影视文化领域的新技术、新创意和新

成果，按照产业化思维、系统化布局、链条

化引育的总体思路，坚持发挥“处处是景、

城乡均衡”的生态优势，喊出了打造绿色

“全域片场”的新口号，吸引一批怀揣影视

梦想的青年才俊成长圆梦，电影、电视剧、

动画片、微短剧等每月上新、好戏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