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刘建凤报道：11月3日
是河北张家口市太舞滑雪场 2018—2019 滑雪季的起始
日，在占地面积78.57公顷的高山密林中，总长度达24公
里的 35条雪道犹如洁白的哈达铺设在崇山峻岭中，或蜿
蜒曲折，或笔直而下。该雪场经理彭少敏介绍，太舞雪场
是北京、张家口“2022 年冬奥会”的主会场，经过几年
建设，各种设施已基本完备，深受众多冰雪运动爱好者喜
爱。开业当天就迎来了3000多人次游客。

太舞滑雪场生意火爆，仅仅是张家口冰雪经济快速崛
起的一个缩影。在已经过去的2017—2018雪季，崇礼区
就接待游客 284.2 万人次，实现旅游直接收入 20.3 亿元，
有了冰雪经济的助力，张家口旅游实现了从单季游向两季
游的跨越。2017 年，张家口市共接待游客 6259.82 万人
次,创旅游总收入 696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0.53%和
34.13%；今年前三季度共接待游客 5724.6 万人次，创旅
游总收入639.9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7.88%和31.2%。

张家口冰雪积存期达150天以上。为了发挥“冷”资
源优势，促进新兴经济发展，河北省借“2022 年冬奥
会”的东风，提出打造以崇礼为核心、以张家口和承德为
支撑的中国冰雪旅游大区，建设一批冰雪运动、冰雪娱
乐、滑雪教学训练基地，积极承办国际性冰雪体育赛事，
打造千亿元级别的国际冰雪旅游目的地。作为雪项运动主
会场，张家口冰雪经济开始逐渐升温。

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发展万龙、长城岭、密宛云顶、
多乐美地、太舞、富龙等7大雪场，雪道总计166条，长
度达 159.7 公里，各类缆车索道共 67 条、44.5 公里。其
中，4 家滑雪场入围“中国滑雪场十强”，崇礼滑雪大区
还荣获“中国冬季旅游目的地十强”。预计到2025年，全
市将建成滑雪场 30 家，雪道 600 条、总长度达 500 公里
以上，滑冰馆 3 个、室外滑冰场 50 个以上，可接待游客
2000万人次。

同时，冰雪装备产业园区应运而生。张家口规划了高
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和宣化冰雪产业园两大平台。前
者一期工程占地1160亩，总投资50亿元，目前已吸引全
球知名滑雪鞋类品牌 Alpina、安全客运索道生产及服务
商BMF、知名滑雪服饰品牌TENSON、国际滑雪及户外
运动品牌 BLOOM、索道及雪场魔毯世界级制造商 MND
等多个明星冰雪企业入驻园区。项目达产后，预计能完成
主营业务收入100亿元、实现税收10亿元以上。

后者规划面积为 2 平方公里，将建设融冰雪装备制
造、冰雪文化会展、冰雪运动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冰雪
产业基地。园区一期占地600亩，已具备入驻条件，吸引
了北京卡宾滑雪集团等相关企业入驻。

据了解，在 2018—2019雪季，张家口将举办国际竞
技赛事、大众冰雪活动、冰雪文化交流、冰雪旅游和培训
四大类专业赛事以及群众冰雪活动100多项，预计参加人
数将达7万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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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商瑞报道：11 月 11 日上午，
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跨境电商分拨中心，物流作业车辆正
川流不息、忙个不停。“双11”首日，我国北方最大规模
跨境电商自动化仓库在东疆保税港区投入使用。

依托港口优势和自贸区政策创新，天津东疆保税港区
逐渐发展成为华北跨境电商产业聚集地。借助在华北地区
首次投入使用的大型自动化仓储设备，天津正努力提升物
流业水平，促进跨境电商产业快速发展。

“传统的分拣方式需要人登梯爬到每一个货架上取货，
如今有了多层穿梭车和高速提升机等自动化设备，可以通
过轨道将货物逐一送到眼前。”顺丰速运货物分拣人员庞红
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不到一分钟，庞红强手中这单 3个
品类的7种货物就凑齐了，直接进入包装、发运环节。

借助该自动化仓库，网易考拉在天津的货物存储密度
提升了近13倍，货物分拣效率提升了20倍。网易考拉天
津区总经理崔俊杰介绍，“这个自动化仓库每班 8小时可
分拣 1.8万单，24 小时可分拣 5.4 万单。跨境商品最快可
以当天送达”。

天津市获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城市后，政策优势
催生产业聚集效应。网易考拉、菜鸟、小红书、苏宁、京东、
唯品会等众多大型跨境电商平台相继在天津滨海新区东疆
保税港区设立了华北分拨中心。今年1月份至10月份，天
津东疆跨境电商完成570万单，同比增长10.3倍。

大数据分析显示，时尚服装、家用电子配件和家居
装饰品是当前跨境商品的重点。自 8 月份以来，网易考
拉、小红书、菜鸟等跨境电商企业就积极备货，入区货
物 772 批次、货值达 6.6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42%和
314%，主要以食品、美妆、日化用品、一次性卫生用品
为主。

在通关方面，天津海关试点了关税保证保险，正在向
全国推广。在这一模式下，进口企业为投保人，海关为被
保险人，如果投保人未能在规定期限缴纳税款，保险公司
将按约定赔偿税款及滞纳金。“原来通关至少要半天时
间，现在半小时就办完了。”在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
中心，报关员赵静不到半小时就拿到了首批进口货物的放
行通知。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王翔说，
“与去年同期相比，跨境电商整体单量增长了十多倍，对
扩大进口贸易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下一步，我们将结合
贸易金融相关政策，在贸易、金融、码头航运、仓储等领
域为跨境电商完善服务，从而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北方最大跨境电商仓库在天津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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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曙区力争3年内纺织服装全产业链产值达1200亿元

“红帮裁缝”续写时尚传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续大治

近日，记者在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
曙区的雅戈尔集团看到，全国首个西服
智能制造工厂令工作效率成倍增长，西
服定制从15天缩短至5天。

早在 100 多年前，中国第一套西
服、第一件中山装在宁波诞生，“红帮
裁缝”成为中国近代服装史上的金字招
牌。改革开放以来，宁波涌现出雅戈
尔、杉杉等一批领军企业，成为中国最
大的服装产业基地。在纺织服装行业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的今天，“红帮裁缝”
又将如何续写时尚传奇呢？

下好转型升级“先手棋”

2017年6月份，浙江省出台《全面
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行动计划》，明确
提出要推动服装制造业向时尚化、个性
化、精品化方向发展。在全省试点之一
的海曙区，区委、区政府全力引导优化
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提升全区纺织
服装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

作为全国重要的纺织服装产业基
地 ， 宁 波 海 曙 区 纺 织 服 装 企 业 多 达
4800 余家，规模以上企业去年实现产
值超过300亿元，企业数量、产值、增
加值、产量分别占宁波市规模以上纺织
服装制造业企业的 21%、22%、24%和
24%，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今年初，海曙时尚纺织服装产业获
批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全
区发布了时尚纺织服装三年攻坚计划，
将以智能化为核心，形成连接创意、制
造和消费的智慧产业，全面提升时尚纺
织服装业的产业竞争力，力争 3年内全
产业链产值达到1200亿元。

同时，一批中小纺织服装企业借力
自动化改造，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今
年，位于石碶街道的伟楷服饰投入约
40 万元，引进了两条代表行业最高水
平的吊挂生产流水线，加快了设备更新
步伐。虽然占地面积只有 2.4 亩，但伟
楷服饰已成功“吃下”6 条流水线，每
天创造产值约 60 万元，小体量做出大
文章。

如今，海曙纺织服装企业在由传统
产业向时尚产业转型的道路上，注重向
智能化、高端化、时尚化、国际化方向
发展，下好产业转型升级的“先手棋”。

融入“智造”、文创元素

今年的“双 11”购物节，太平鸟、
博洋线上销售额分别达8.18亿元和6.35
亿元，成绩亮眼。通过转型升级，这里
的产业动能进一步被激活，“互联网+”
已经升级为“服装+”。

目前，雅戈尔、杉杉、太平鸟、维
科、博洋、狮丹努均列入 2016 年宁波
市综合百强企业名单，全区重点服装企
业关键技术装备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准。海曙区经信局负责人说，为鼓足区
域服装产业发展后劲，全区纺织服装龙
头企业“两头发力”，布局线上产品营
销与线下用户体验，中小企业开阔视野
提升产业“腰部力量”，在传统服装制
造的基础上融入智能制造、艺术设计、
文 化 创 意 等 创 新 元 素 ， 提 升 产 品 附
加值。

这颗“服装+”的种子，已在企业
经营过程中生根开花。例如，“服装+智
造”就是宁波旦可韵服饰有限公司走出
的升级新路。旦可韵从事服装定制已有
30年历史，被誉为中国毛衫定制行业领
头羊。面对成本上涨和消费升级，旦可
韵研发了智能分销系统和毛衫设计数据
库，涵盖了上万个设计工艺版型，可实
时满足消费者需求。

旦可韵公司设计总监陆旦丹说，
今年全新的智能工厂投用后，客户定
制一件羊绒衫，从下单到完工最快只
需 8 小时。“我们所有的前端销售网络
系统，都与后端的智能生产线全部配
套 ， 通 过 销 售 过 程 中 获 取 消 费 者 反
馈，不停地调整货品，使库存量基本
上降到了零。”今年 6 月份，旦可韵还
成功牵手台湾“针织女王”潘怡良，
逐步从传统的羊绒衫向礼服等个性化
定制加速转变。

宁波麦中林服装有限公司则运用

“服装+文化”理念，通过商业模式创新
提升市场影响力。“我们卖的不仅是服
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用兔子作
品牌形象，取名‘麦儿兔’，倡导健
康、自然、舒适的生活理念。”第 21届
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品牌创始人胡瑾
说。近年来，该公司接连发起“麦儿兔
微笑中国”“麦儿兔游世界”等活动，
吸引了无数“粉丝”，俨然从一家服装
制造企业转变为文化创意企业。

今年前三季度，海曙规模以上纺织
服装制造业实现增加值36.1亿元，约占
全市同行业比重的22%。

平台“孵化”出产业集群

海曙的纺织服装企业90%以上是中
小规模，如何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是补齐短板的重要抓手之一。

今年前 10 个月，博洋控股集团主
营业务收入在去年 168 亿元的基础上，
继续增长20%，靠的就是“融通”。

2015 年，该集团全资建设、运营
的纺织服装创业平台——创客 157创业
创新园，成为打造产业生态圈的一种尝
试。“办创业孵化园，就是要进一步敞
开大门，整合社会创新创业资源，推动
博洋从品牌零售平台向创业平台转型，
让更多年轻人创业成功。”博洋集团董
事长戎巨川说。

“157”开园不到 3年，已成功孵化
9 个服装品牌，其中 7 个年销售额已过
亿元。目前，园区为入驻的 68 家纺织
服装及相关企业提供办公场地、人才
公寓房租减免、启动资金扶持、创业
培训、种子资金等一条龙孵化服务，
并成为宁波市首家入选工信部第二批
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 （平台）
的企业。

“纺织服装时尚产业是创意产业，
激活人的因素特别重要。”戎巨川介
绍，近年来博洋把决策权交给一线“听
得见炮声的人”，赋予各子品牌公司独
立运营权。当一个品牌做到一定规模
后，就把其中最有潜力的品类独立出来

继续孵化……通过这种方式，博洋陆续
孵化出艾维、棉朵、唐狮、艾夫斯、果
壳、德玛纳、涉趣等19个子品牌。

2015 年 3 月份，“80 后”张时通在
博洋“鼓励内部孵化”的激励下，接手
还在亏损的德玛纳女装。他在“157”
大刀阔斧地开展线上经营，3 个月就收
回了投资。2016 年 10 月份，张时通和
他的骨干团队获得了德玛纳20%的股权
激励。去年，德玛纳女装销售额超 4
亿元。

“在海曙，博洋‘157’是一种创新
方式，智尚国际服装产业园则又成一
派。”海曙区经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位于古林镇的嘉乐投资瞄
准 户 外 运 动 服 装 内 销 市 场 ， 创 立 了

“22ND”品牌，并在全国开设100余家
自营门店，与“北面”“哥伦比亚”“狼
爪”等行业老大抢市场。在守好主业的
同 时 ， 董 事 长 严 厚 国 更 利 用 当 地 有
1000 余家中小纺织服装企业的独特资
源，于去年 7月份兴建了智尚国际服装
产业园。

经过一年拓展，如今这里不仅汇
聚了凤凰、清华文创院等顶级创新创
业资源，还得到了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中国服装协会等单位支持，引进
了国家纺织面料馆 （宁波馆）；培育孵
化的创新品牌达 20 余个，新锐服装设
计师工作室 6家。

如今，智尚产业园正以共享帮扶模
式，助力中小企业向柔性化生产转变，
并帮他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前不
久，当地一家小服装公司承接了300公
斤韩国绒制衣订单，但因面料比较特殊
找寻无果而影响开工。“想不到国家纺
织面料馆里有13000余种样品，一天时
间就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该企业负
责人说。

为了冲刺千亿元产值，海曙纺织服
装产业“咬定”转型升级不放松。区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不仅要重点
引导龙头企业积极实施智能化改造，更
将着力培育一批服务业企业，打造深度
参与、协同联动的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帮助更多中小企业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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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张家口打造千亿元国际冰雪旅游目的地

冷资源产出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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