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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下矗立的这座城市就是海门，它位于长江入海口北侧，区域面

积 1149 平方公里，人口 101 万。因为万里长江从这里入海，所以称之为

“江海门户”。

自古以来，海门就是一个清新秀美的鱼米之乡。在已经过去的数百

年间，由于大批的江南移民迁往这里，海门的传统文化基因中融入了吴

越文化元素。因此，海门又有“江北吴城”之称。

近代海门的历史是从 100 年前一位名叫张謇的民族实业家开始的。

1894 年，考中状元的张謇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在家乡办教育、兴实

业，把一个美丽的未来之梦根植在了家乡的土地上，这使 20 世纪初期的

海门成为近代中国轻工业和纺织业的发祥地之一，也使海门成为声名远

扬的文化教育之乡。

一个世纪以后，当历史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的时候，海门已跨越了

长江的阻隔，直接融入了中国经济最开放的前沿城市上海，成为上海一

小时都市圈中一颗闪亮的卫星。

传承了历史血脉的海门传统产业与现代工业技术的结合，是当代海

门产业构成的基础。古老的轻纺业，在今天的海门依然焕发着蓬勃生

机。这一产业的发展，不仅孕育了一座享誉中外的特大型市场，更把一

个富民之梦变成了现实。

叠石桥，现在的海门工业园区，这个昔日的乡间小镇，因一座市场的

崛起，在中国家纺行业成就了一个非同凡响的名字。今天的叠石桥已不

仅是一个市场，甚至已成为国际家纺行业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标，每天吸

引着北往南来的人们在此购物观光。

依托滨海临江、紧邻上海的区位条件，这几年，海门把现代产业的发展

空间提升到依靠科技推动的全新层面。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崛起，已成为海

门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里程碑。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精密机械、电子通信

等一批现代化高科技产业，构成了助推海门经济高速扩张的强劲动力。

世界著名医药研发机构——瑞士巴塞利亚药业亚洲研发中心坐落于江

苏省海门经济开发区。这家国际知名企业的落户，不仅为海门输入了国际

高新技术成果和优秀人才，也为海门未来的产业定位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临江新区位于海门城区东南部，占地 58.3 平方公里，拥有江岸线 25

公里。新区坚持“国际化、精品化、特色化”发展理念，重点引进先进制造

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目前，一批现代高科技企业已率先进

驻该园区。

这几年，同时拥有海洋资源和长江岸线资源的海门正在实施江海联动

的开发战略，把未来海门跨越发展的希望，寄予江海资源的开发利用上。

这里是黄海之滨的东灶港，依托它建成的滨海新区，位于中国沿江

沿海两大经济带的交汇处，拥有海岸线 11.5 公里，是江苏省策应国家沿

海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滨海新区开发建设，以小庙洪 5 万吨级深水岸线和冷家沙 30 万吨深

水码头为龙头，实行以港兴工、以工兴城、港城联动的开发战略，建设以

“一城四中心”为重点的现代化滨海新城主城区、滨海工业新区、东灶港

深水大港、蛎岈山海上旅游观光区及国家级中心渔港。开发区陆域面积

55 平方公里。目前，占地 22 平方公里的工业新区一期开发区内，已有中

船重工、中航重机、中石油、中海油和世界 500 强美国泰森公司在内的一

批大型企业开工建设。

海门港是长江北岸离入海口最近的天然深水良港，与苏通大桥相距

7 公里。拥有建造万吨级泊位的深水岸线 8.2 公里，可供建设 10 个万吨级

以上的深水泊位。绵延纵深的腹地，为建设大型临港产业提供了资源条

件。如今的海门港，正成为国内大型重工企业和国际高新科技型企业的

项目承载地。它与建设中的东灶港南北呼应，共同为海门托起了一个面

向未来的崭新时代。

如果说江海开发是新时代海门人开拓精神的最好释放，那么，走出

国门的海门人，早已把开拓的足迹留给了世界的山山水水。

曾蜚声国内的海门建筑业，今天已把传奇写进了世界建筑的历史。

近十年来，在国际建筑舞台上，海门已参与了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大

项目竞争，赢得了世界的喝彩。

由江海开发带来的山河巨变，也催生着海门的城市在宁静中慢慢地

变脸。

有着浓郁江南风韵的海门，展现的依旧是它浪漫迷人的一面。从背

倚长江到面向长江的规划调整，历经数年的城市改造，现在，城市的脊梁

和肢体正飞速延伸，血脉贲张。主城区已被规模巨大的楼群所包围，现

代和时尚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主题。

海门人常把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比作江北的江南，特别是相距海门

8 公里远的苏通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后，海门人更加从容自信地融入到

了上海和江南经济板块中间。

就在几年以前，还依靠轮渡连接大江南北的海门，如今已跨入了大

桥时代。随着沪通铁路大桥、崇海长江大桥的相继开工，加上正在建设

中的崇启长江大桥，未来的海门将有 4 座大桥跨越大江两岸。

历史为今天的海门提供了跨越时空的机遇，而今天的海门人正以继

往开来的情怀演绎着新的历史，编织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江海时代，一个充满激情的音符，它将伴随着历史的回音，呼唤着海

门这座城市，向世界敞开通达天下的江海之门。 （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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