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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在时裳小镇，“纺”出幸福新生活
打造全国最具活力的特色城镇

·专版

面积仅 19.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2.5万，放在地图上，江阴市新

桥镇实在是不起眼。 但这个江南小镇，近年来却提出了“打造全国最具

活力的特色城镇”的大目标。

凭什么？

与“小身板”不同的是，新桥有着“大能量”：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211.5亿元，以占全国约五十万分之一的土地，贡献了约全国五

万分之一的 GDP， 亩均产值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江苏全省乡镇中

均处于领先地位。

在全国城镇化的浪潮中，新桥镇因“小城镇建设好了，甚至比大城

市生活得舒适方便”被人们所熟知，被誉为“创造新生活之桥”。 国家园

林城镇、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际花园城市、全国文明镇、全国特色小

城镇、中国纺织服装名镇……走进新桥镇区，一个布局清晰、宜居宜业

宜游的现代化小城镇“模样”已具雏形。

务实、创新、包容、奋进的他们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 如今，新桥俨

然已成为“创造奇迹之桥”。

“五年再造一个新桥。 ”新桥镇党委书记顾文瑜的话语掷地有声。

“十四五”期间，新桥镇将大力提升产业转型、城镇建设、生态文明、民生

福祉和社会治理水平，聚力打造创新引领的产业重镇、魅力闪耀的文旅

强镇、和谐幸福的宜居名镇，探索一条镇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小镇·“专”产业
创新引领的
产业重镇

很多人对新桥这个名字可能还
不熟悉，但对新桥土生土长的的纺织
业“巨头”———立足“男人衣柜”的海
澜集团和曾经掀起 “彩色呢绒革命”

的阳光集团，却几乎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 如今，新桥成为全球最大的毛
纺服装产业基地之一，具备年生产高
档毛纺面料 5200 万米 、 高档服装
500万套的能力，实现了农业小镇到
“时裳小镇”的华丽转身。

可以说，新桥镇是含着改革开放
的蜜糖腾飞的。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新
桥出现了最早一批以纺织服装为主
导产业的乡镇企业。 海澜集团、阳光
集团均是在当时创建， 一路成长、走
到今天———海澜集团是无锡地区首
家营业收入超千亿企业，在海澜之家
门店覆盖全国 80%县市的基础上，积
极挺进国际市场， 国际门店将增至
100 家；与海澜集团“隔了一条马路”

的阳光集团， 平均每天产出 10 万米
精纺面料、1 万套高档西服和 1 万件
衬衫，实现 1 亿元销售和 1000 万税

收，在全球精毛纺面料市场始终保持
龙头地位。

对于这样的成绩，外界也有一些
担忧：纺织服装渐有“夕阳”之势，未
来能否持续扛起新桥 “核心产业”的
大旗？

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创造新辉

煌，这也是新桥镇领导班子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 他们的心中已然有了答
案———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变资源
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夕阳”也可变
为喷薄而出的朝阳。

“坚持强链、补链、延链，对现有
纺织服装产业进行智能化改造、数字

化赋能、 链式化发展，提
高纺织服装整体水平，打
造世界?纺织服装产业
集群。 ”顾文瑜说。

这是传统产业发展
的大势所趋，也是新桥呼
应时代的主动作为。

1克羊毛通过特殊工
艺可纺成 500 米长的纱
线———走进阳光集团智
能纺织生产线， 很难将
“纺织”与“劳动密集型产
业”挂上钩。 偌大的车间
内，自动化、智能化的纺
织生产设备高效运行，寥
寥 10 余名工人穿梭其间
保障设备运行。 阳光集团
以智能化推动转型升?，

纺纱、 织布合二为一，在
产量提升的同时，实现人
工和能耗“双下降”。凭借
超越同行的生产效率和
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阳
光集团成为众多国际著
名品牌的金牌供应商。

海澜集团则大力推
进多品牌发展及境外门
店拓展战略，进一步从生
产制造向品牌管理跃升，

不断突破发展的 “天花
板”。此外，他们还布局数

字经济，构建起“一体两翼”多元化产
业发展格局：在“海澜智云”的工业互
联网智慧云平台上，成千上万条数据
正在不断被采集、计算、存储。这里集
纳了省内数千家工业企业各工艺段
的实时流程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及
人工智能算法，找出企业物料平衡及
能源平衡的最优解， 为企业提产提
效、降本降耗提供科学参考。

不仅如此， 在主导产业之外，新
桥一直在谋求新的抓手。 “产业结构
更优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镇经
济中的比重到 ‘十四五’ 期末达到
40%左右；发展动能更强劲，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要翻两番， 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要占全镇工业投资的 80%以
上。 ”为了实现这一期盼，新桥正不
断培育发展、数字、高端装备等新兴
产业，“在海澜、阳光的两极外，让高
端智能装备制造成为新桥产业经济
的第三极。 ”

不远的将来，“时裳小镇”有望升
?成为“智能制造的示范小镇”。

小镇·“特”发展
魅力闪耀的
文旅强镇

随着新年假期的临近，新桥镇上
操着各种口音的外地游客逐渐多了
起来。 这个自然和文化景观均不“富
裕”的工业小镇，短短两年时间成为
长三角地区的旅游热门“打卡地”，让
许多人难以置信。

近年来，新桥镇在“三集中”建设
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城镇发展格
局， 全力打造一个集毛纺服装生产、

品牌连锁经营、总部研发销售、高端
旅游度假和生态旅游为一体， 宜居、

宜业、宜游的国际花园城镇。

绿色发展，生态优先。 在面积仅
有 7 平方公里的新桥工业园，集中了
百余家工业企业，包揽了全镇 90%以
上的经济产出，但在这里，却看不到
一个排污口，实现了工业污水零直排
和 100%的雨污分流。 除了工业污水
接管全覆盖外，新桥镇区的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率也达到 97%以上。 新桥还
是江苏首批实现垃圾分类覆盖的农
村乡镇之一。

城镇化建设为新桥发展全域旅
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做大做强核
心产业， 也有助于推动城镇生态、文
化、旅游综合发展。

入夜的海澜飞马水城比梦境更
加璀璨华丽。 摇曳在霓虹倒影中的贡
多拉，让人仿佛置身威尼斯水城……

近几年，海澜集团不断试水文化旅游
等新领域。 他们在新桥镇区南首打造
的海澜飞马水城，是目前国内首家集
马术训练、表演、比赛及休闲度假为
一体的国际化、综合性马术训练及表
演基地，一个以马文化为特色的旅游
度假休闲景区令人艳羡。

而阳光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也在
加速推进。 全面建成一寺（神华寺）、

一街（郁桥老街）、一河（龙河）、一路
（生态绿道）、一桥（顺湖桥）、一村（庄
桥村）“六个一”工程。同时，生态科研
园、生态湿地景区、养生度假区、乡村
民宿精品旅游项目的建设全面推进，

再现江南水乡诗意栖居的原生态风
貌，打造集乡村旅游、生态采摘、休闲
购物为一体的全要素旅游目的地。

“外来人在新桥游览、新桥人在
景区生活”的美丽图景，已成现实。

下一步，新桥镇将按照《全域旅
游发展规划》 的要求， 对标全域 5A

?景区标准，绘制全镇一张图，进一

步完善景区景点的功能配套， 提升
旅游服务水平；打造智慧旅游平台，

建立旅游信息智能采集和分析系
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辅助指挥决策；

精心制作和推广旅游 “名片 ”，筹划
有影响力的活动， 提升知名度和影
响力。

小镇·“精”管理
和谐幸福的
宜居名镇

走进刚刚落成的新版 “小镇客
厅”， 规划图上 19.6 平方公里的新
桥被划分为三块：一块是 7.3平方公
里的工业园区，一块是 7 平方公里的
农业生态区，一块是 5.3平方公里的
商贸居住区。

2001 年， 新桥启动新型城镇化
建设，在江苏省内率先开展“三集中”

改革，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发展，走出了一条以城镇化推进工
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发
展新路。 截至目前，全镇 90%以上的
企业都集中在工业园区，90%左右的
居民都居住在核心镇区，90%以上的
农田已集中流转至农业生态区规模
经营。

“工作在园区、活动在社区、生活
在小区”成为了新桥人生动的写照。

近年来，新桥还依托“云上新桥·
智慧小镇”建设，在大力推进网格化
管理的基础上，借助互联网和物联网
技术，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走进新桥镇管理服务指挥中心，

“物联网小镇”已初现端倪。 智能红绿
灯精准调控路口交通流量，智能用电
监控重点企业用电设备设施安全，智
慧环保紧盯企业环保设施运行状况，

再借助大数据分析辅助指挥……

新桥镇 2018 年开始启动 “云上
新桥·智慧小镇”建设，致力打造全国
“智慧小镇”新样板。 目前，新桥“智
慧”项目已经围绕基础设施、安全环
保、生态环境、民生服务等多方面成
功开发 30 多个应用， 初步实现了对
全镇“人、地、事、物、情、组织”等城镇
全要素动态的实时感知和精准管理。

未来，新桥镇将进一步强化智慧管理
体系建设，实现产业发展布局、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资源有效集聚，

推动社会治理水平提升，为百姓打造
幸福宜居家园。

如果说过去的 19 年，新桥城镇
化建设率先实现了从无到有， 那么
从现在起， 新桥要实现从有向优的
迈进。

“我们将注重‘让’，对不符合功
能板块特点的资源要素，有序转移；

坚决‘退’，集中整治关停‘散乱污’

企业， 推进土地复垦， 加快盘活资
源 ；有序 ‘进 ’，让符合产业转型发
展、符合民生需求、符合城乡一体的
功能设施等加快进驻落地， 提升城
镇质态，放大城镇魅力。 ”顾文瑜表
示，新桥将深化产城融合，持续优化
城镇规划，精心规划道路、管网等配
套项目和新的门户景观建设方案 ，

优化城镇形态，彰显功能特色，加快
完成农房翻建试点建设， 加快构建
内外互通的交通体系， 更好地对接
长三角城市圈。

未来的新桥镇， 将是一座时尚
服饰之都、艺术文化新城、花园城市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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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的乡村

不尽的乡愁

在名叫新桥镇的行政区划
中，江阴新桥并不是唯一一个，但
确是最特别的一个。

“从新桥走出来的的企业家，

都习惯把家安在新桥。 ” 顾文瑜
说，“人都留在了新桥， 心都留在
了家乡。 ”

无论走多远， 他们都没有忘
记来时的路。 在当今发展变化日
新月异的世界， 这份无价的乡愁
情结恰恰源于他们对脚下这片江
南热土浓浓的爱。

很多人会问， 高度城镇化后
的新桥，还有乡愁吗？

有，且浓！

经过新世纪之初的 “三集
中”规划，新桥镇农民大都成为
了现代产业工人， 实现城里生
活、家门口就业，他们享受着社
区广场、公园绿地、运动健身、教
育医疗、居家养老等高水平城市
生活。

“新桥很早已经没有传统意
义上那种农民，种植水稻、麦子的
土地连 1000亩都不到。 ”但是，

这绝不意味着新桥放弃了乡村，

反而，在新的发展阶段，新桥重新
认识和发现了乡村的价值———未
来乡村不仅是重要的居住空间，

还是吸引创新创业群体的重要发
展空间。

新桥的发展离不开乡村，正
是有了乡村的滋养， 城镇才能生
生不息、持续发展。 因此，乡村振
兴， 成为新桥全局工作的一个新
抓手。

一个破败的、“空心” 的乡村
无法承载乡愁。 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以治好一条河、织好一张网、

育好一片林、打造一个景为引领，

新桥致力将每个村落按照生态家
园、生态花园、生态公园的规格打
造。 另一方面， 新桥以产业融合
经济带、生态景观风情走廊、历史
文化村落片区、 休闲旅游精品线
路等为主题， 完善圩里村、 黄河
村、 郁桥村区域美丽乡村示范带
规划，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串点成
线、整体覆盖，推动产业特色与乡
村风貌的深度融合。

林在田边、田在水畔、水在村
旁、 村在林间……新桥的农村将
成为生态旅游休闲整体规划的一
部分， 向世人展现江南的田园之
绿、生态之美。

而乡愁本身也在时代的发展
中有了新的注解。

对于新桥人来说， 每一个日
升日落里，在水景公园晨练，文化
中心阅读，苏墅桥、神华寺和郁桥
老街文化体验， 购物中心品尝美
食和购物，看音乐喷泉、盛装舞步
表演， 享缤纷夜生活……他们平
静地享受着岁月静好， 又何尝不
是在新时代新桥镇的新生活中，

品味那份最美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