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出版单位：中国贸易报社 社长、总编辑：范培康 副总编辑：张伟勋 牛方礼 报社总机：95013812345 总编室：010-64671065 邮箱：zongbian@ccpit.org 零 售 价：1.60元
本报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静安西街 2号 邮政编码：10002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 0014号 广告热线：010－64671063 发行热线：010-64667277 印刷：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全年定价：160元

编辑：高洪艳 联系电话：95013812345-1016

制版：董 童 E-mail:maoyibao@vip.126.com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 赵继明 赵继云 律师

■ 电话：010-62684388

邂逅常熟………………………………………………邂逅常熟………………………………………………22 版版

常熟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大项目撬动现代产业集聚大项目撬动现代产业集聚………………………………33版版

七溪流水皆通海七溪流水皆通海 千年古城落常熟千年古城落常熟……………………………………………………44 版版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 总第4482期 15A14 2015年4月10日 星期五 周三刊 今日四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5 国外代号：D1110 邮发代号：1－79 中国贸易新闻网：www.chinatradenews.com.cn

■ 簪 念

“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中国有着

壮丽的山河、丰富的物产、多样的民族、光辉的历史，

在这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里，镶嵌着一颗虽小但璀

璨的明珠——常熟。

常熟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扼长江

黄金水道咽喉，紧邻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市，并

处在苏州、无锡、南通等大中城市的怀抱之中，具有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常熟建城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

了，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除此之外，常熟还是“国

际花园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

常熟有一段人人皆知、琅琅上口的地方话顺口

溜：常熟好地方，山水好风光，尚湖里乘龙舟，虞山上

登城墙，兴福寺历史长，沙家浜名气响，方塔公园聚沙

园，曾园赵园彩衣堂，吃的地方也蛮多，歇歇脚头蛮便

当。小酒咪咪，蟹脚瓣瓣，挑挑马兰头，尝尝香椿头，

桂花栗子蓁油面，鸭血糯米八宝饭，大鱼大肉否稀奇，

泡杯绿茶最清爽，电视里开茶馆，方言新闻最闹猛，要

做常熟老百晓，春来茶馆聚一堂。听了这脍炙人口的

顺口溜，你是不是感受到了常熟的美呢？

顺口溜中提到一些景点。常熟的景点可不止这

么多，尚湖，虞山，芦苇荡，聚沙公园……常熟，一个四

季分明的天堂，一个如诗如画的仙境，它的美令人难

以忘怀。

美 在 常 熟 ，美 在 常 熟 如 画 的 美 景 。 常 熟 简 称

“虞”，得名十里虞山，虞山半麓入城，倒映在尚湖之

中，相应生辉，琴川河穿城而过，雅国幽巷点缀其中，

构成了山水城园溶为一体的独特风景。尚湖，山清水

秀，四季宜人，含山川之秀，汇城乡之交。著名的牡丹

花芳香扑鼻，红的似火，白的似雪，粉的似霞，如婀娜

多姿的舞女，如昂首挺胸的战士，如翩翩起舞的仙女，

令人赏心悦目。沙家浜，芦苇密布，古色古香的画舫

载着游客穿行在芦苇迷宫中，寻觅抗日战争时期发生

在芦苇荡的故事；岸上有按抗日战争时期建造的江南

小村庄、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新四军活动旧址等，

依稀让游人瞥见阿庆嫂、郭建光的身影。沙家浜以它

特有的革命历史传奇、江南水乡田园风光和民俗文

化，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

美在常熟，美在常熟丰富的物产。常熟的特产不

但有吃的，还有各种工艺。吃的有叫化鸡、鸭血糯、桂

花棕子等等。美味的叫化鸡，皮香肉嫩，香气四溢，令

人垂涎欲滴。阳澄湖的大闸蟹，个大黄多，蟹肉丰满，

配上一杯清香的龙井茶，更是美味无比。说到鸭血

糯，它的别名叫红莲糯、鸭糯、补血糯，在清朝康熙年

间栽培稻中变异而来的一个新型糯稻品种。鸭血糯

含蛋白质 13.3%，并含有生物吡咯素，有强壮身体补血

之功能。它米皮紫红，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

美。桂花栗子为滋养补品，曾列为皇宫内膳“御米”之

一，民间常作产妇和体弱者进补。常熟花边又称常熟

雕绣，已有 70 多年历史，是我国著名的手工雕绣抽纱

制品之一，也是常熟传统出口手工艺品。常熟花边精

工细巧、色彩绚丽、雕绣结合、扣贴相配、素雅大方、花

色繁多，既是生活用品，又是艺术装饰品，曾获国家金

质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

美在常熟，美在常熟光辉的文化。常熟是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历经五千年的文明滥觞延革，文化发达，

才俊辈出。远有兴东吴文教的先驱、孔门“十哲”之一

“南方夫子”言偃，近有清代两朝帝师、状元宰相翁同

和等一大批著名历史人物。自唐至清，常熟共出了 9

名宰相，8 名状元，483 名进士。及至现代，两院院士

（学部委员）中，常熟籍有 18 名，包括李强、王淦昌、张

光斗、张青莲等知名科学家。一位又一位传奇的人

物，为常熟增添了璀璨的光辉，留下了深厚的积淀。

要来就来常熟，山清燕高飞……如果历朝历代历

届历任的父母官没有民本意识，没有可持续发展眼

光，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常熟，更不可能保留有这样一

方“净土”；如果世世代代的百姓没坚守自己的优良传

统，没传承好自己固有的文明和美德，“常熟”就不可

能名符其实。常熟是一弯枝头的珍果，可尝；常熟是

一坛陈年自制的佳酿，可醉；常熟是一幅传之后世的

名轴，可赏；常熟更是一部迷人的、开卷有益的诗史，

能不让人永远地、细细地品读、回味？美在常熟，常熟

美哉。

城市快讯城市快讯

本报讯“春天看牡丹，相约尚湖来”。作为江南

春季赏花的一大盛事，春色尚湖牡丹花会，好似一颗镶

嵌在常熟的璀璨明珠，闪耀在春日的虞山尚湖，并渲染

出一场百花齐聚的盛会，让游客徜徉在这千娇百媚的花

海之中，欣赏百花的动人花姿。据悉，第 24 届中国（常

熟）尚湖牡丹花会于 3 月 25 日至 5 月 5 日在风光秀丽的

尚湖风景区举行。目前，虞山尚湖景区内各色春花已渐

次进入盛开期，一场春季赏花之旅已经启动。

一年一度的常熟（尚湖）牡丹花会是江南地区最

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自 1992 年以来

已连续举办 23 届。尚湖是中国四大牡丹观赏基地之

一，园内拥有 9 大色系、300 多个品种、5 万多株各国牡

丹，占地近 10 万平方米。因其品种数量之多、种植面

积之广而成为江南之最，被业内誉为“江南最大的牡

丹园”。整个花会期间，除了可以看到花王牡丹的妖

娆风姿，园内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盛况。

再配上丰富多彩的体验项目以及全新的配套设施，让

人欣赏到国色牡丹的华贵风姿的同时，享受全新的游

园体验。 （袁 鼎）

江南看牡丹 常熟尚湖来

虞山尚湖开启赏花游

美在常熟美在常熟
常熟美哉常熟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