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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屈凌燕、魏董华

10 月 23 日下午，杭州的秋天已经有了一丝
丝凉意。一位名叫谢高华的老人在西子湖畔的浙
江医院走完了他 88 年的人生。

“谢天谢地谢高华”，谈及老县委书记，义乌人
经常如此脱口而出。

从这位“改革先锋”入手，或许才能读懂义乌
这座城。

因市场而兴，因改革而盛。手摇拨浪鼓、挑着
货郎担，走街串巷的义乌“敲糖帮”，从历史的浪潮
中走来，最终成就了闻名遐迩的世界小商品之都。

解读这座“世界超市”的精神密码，可以更好
地从中读懂中国的改革与开放。

一座“走市场路”前行的城市

“在这里，你有多大能力

就能游多远”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谢高华作为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被党中央、国务
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历史不会遗忘谢高华。他的离去，引发了无数
人的追思。

这其中就包括义乌一位名叫冯爱倩的老人。
一个“摆摊妇女当面责问县委书记”的故事，成了
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史的鲜活注脚。

冯爱倩是义乌市场 001 号营业执照的拥有
者。她回忆，改革开放之初的义乌还是“一条马路
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

1982 年，当时 40 岁的冯爱倩为贫寒的家庭
寻找生路，偷偷摸摸地在县城摆地摊，顶着投机倒
把的罪名，“抓了罚、罚了抓”。想不通的冯爱倩将
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堵在了县委门口，责
问政府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摆地摊。

谢高华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和现实问题出发，
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果断决策开放第一代市
场，支持农民经商。这一决策催生了全球最大的小
商品市场。

1982 年 9 月 5 日，位于义乌湖清门的小商品
市场开放。历史上著名的“四个允许”打开了义乌
“兴商建市”的大门——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
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

从此，义乌逐渐成长为一座建在市场上的城
市，城在市中，市在城中。

在一些人看来，坐拥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

义乌人拥有天时地利，几乎可以“躺”在市场上赚
钱。被称为“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式发展的义乌，
当真是得上天眷顾的地方吗？

“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绝不是自上而下‘允
许’出来的，而是鸡毛换糖的农民群体的伟大创
造。”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林毅说，发展市
场的道路，是万千义乌百姓的自主选择。

“义乌就是市场的海洋，你有多大能力就能游
多远。”商人朱悦来 1998 年从卖帐篷起家，到义乌
创业 20 年，如今他已经拥有一家有自主品牌、研
发团队的知名户外用品企业。

“你可以在义乌一站式采购各种商品，发出一
个货柜就能开一家超市。”阿富汗商人阿兹兹在义
乌经商 17 年，主要从事日用百货、电子产品、箱包
等进出口业务。如今他的出口生意做到了加拿大、
英国、乌克兰、阿富汗等欧美和中东国家，非常自
豪地称自己是“新义乌人”。

义乌的发展轨迹带来很多启示，其中之一就
是：义乌有坚韧无畏的草根创业者，也有尊重规律
一心为民的执政者。

从“兴商建县”“兴商建市”到“兴商办一切事
业”，义乌始终牢牢抓住市场这条缰绳，初心不变，
奋勇向前。

当年小小的马路市场，如今已被联合国、世界银
行等权威机构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截至 2019 年 9 月底，义乌市场主体总数已突
破 53 万户，是全国县域范围内市场主体数量最
多、结构最宽、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

这里还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2018 年，义乌已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39 亿元，相
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 1000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71367 元，位列浙江省第一。

一座“吃改革饭”长大的城市

“鸡蛋从内部打破，出来

的才是新生命”

2013 年前，距义乌 139 公里的杭州，阿里
巴巴和其代表的电商新贸易模式，曾被认为是
义乌市场遭遇的“最大危机”。有舆论认为，电子
商务是传统批发市场的“终结者”，“世界超市”
终将走上消亡之路。

加上彼时国际贸易未从金融危机中缓过劲
来，欧美传统市场低迷；省外市场的兴起，竞争
和分流效应比较明显。

义乌市场路在何方？
“鸡蛋从外部打破与从内部打破，有什么区

别？从外部打破，流出来的是蛋白和蛋黄，而从
内部打破，出来的是新生命。”曾任义乌国际贸
易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郑宇民用形象的
比喻谈义乌的这场“自我革命”

2013 年下半年，一场“‘鸡毛换糖’再出发”
解放思想大讨论在义乌全市展开。在充分调查
研究后，义乌市委列出了九大问题，比如，“义乌
市场如何由‘金丝鸟’变成‘金凤凰’”“怎样从

‘打工乐土’变成‘创新天堂’”等，要求全市广大
干部群众认真探讨未来发展之路。

讨论聚焦在两个点上：即精神上要重新树
立“鸡毛换糖”的奋斗精神，行动上要用实干和
创新来落实讨论成果。

在外界还在争议电子商务对传统市场是
“更迭还是互补”的时候，义乌已经决定将电子
商务作为市场转型升级的主引擎，喊出全力推
进“电商换市”的口号。

当地的义乌工商学院于 2009 年率先开设
网络创业班，引导学生利用电商平台创业。外界
夸张地用“背着书包入学，开着宝马毕业”来形
容这所神奇的院校。
租一套房子，买一台电脑，引一根网线，接入

财富之路。距离学校咫尺之遥的青岩刘村，在册
人口 1700多人，聚集了 2 . 5万多名电商从业者，
年销售额近 50亿元，被誉为“中国网店第一村”。

在义乌，类似的淘宝村已超过 100 个，数量
居全国县级市之首。

国际商贸城二区经营户刘军明至今记得当
他看到“九问义乌”时的思想震撼：义乌会成为
温水中的青蛙吗？他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不
能满足于坐等客户上门，他迅速采取行动，多次

去欧洲、南美洲等地参展，寻求突破。
时隔 6 年，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

形势大环境，义乌市场商户们反倒更加从容。
“企业早已认识到不能守着一个大单，不能

守着一个市场。”义乌市圣诞用品行业协会秘书
长蔡勤亮说，新兴市场的发展速度快、潜力大，
这些新兴市场包括中南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国
家。美国市场如今只占义乌出口圣诞产品市场
份额不到十分之一。“这也是美国加征关税对义
乌圣诞产品行业影响不大的最主要原因。”

靠“吃改革饭”长大的义乌始终立在潮头，
承担着多项国家级的改革试点任务。

2011 年，国务院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
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这是我国首个由
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也是浙江
第一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义乌试点”在多
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其核心成果“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得到了商务部的高度肯定，经国务院
批准已在国内多个城市复制推广。

2019 年 1 月 4 日，浙江省委省政府批复
《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框架方案》，赋
予省级权限范围内改革开放最大自主权，吹响
了加快建设“世界小商品之都”和新一轮改革开
放的号角。

一座“念开放经”包容的城市

“客人是条龙，不来要受穷。”

这句义乌本地谚语，诠释了开放

包容的精神内涵

30 多年前，一名肤色不同的外国人出现在
义乌，足以引起县城老百姓的围观。30 多年后，
义乌每年签证超过 180 天的常驻外商就有 1 . 5
万人，每年到此采购的外商超过 55 万人次。

数千年前，这些外国人的先辈们见证了中
国人沿着古丝绸之路前往中东、欧洲谋求商机。
如今，他们沿着新丝绸之路，来到义乌，在这里
寻找财富、生活和梦想。

夜幕初临，各类阿拉伯烤肉摊前开始喧闹
起来；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穿梭在人流中，
围坐在街边闲聊；餐厅、冰激凌店、咖啡店、理发
店前，各种语言的霓虹灯闪烁着，异国风情的香
水味和水烟味交织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

“客人是条龙，不来要受穷。”义乌本地人时
常会向客人说起这句著名谚语，显示了这座城
市开放包容的精神内涵。外国商人云集义乌的

今天，又为这句谚语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鸡毛换糖喽……”一位来自非洲马里的小伙

子斯迪卡手里摇着拨浪鼓、肩上挑着货郎担，嘴里
大声吆喝着，把一个义乌货郎的角色演得十分传
神。这是 2016 年第十届浙江外国留学生年度文化
交流——“梦行浙江”活动中，外国留学生表演的
精彩一幕。

“我们排演这个节目，就是想知道义乌从货郎
担发展到如今的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中间到底
经历了什么过程。”斯迪卡现在已经明白，鸡毛换
糖代表着“敢闯敢干”的义乌精神。

2014 年，斯迪卡刚来义乌时还不会说一句中
文，学习两个月后，他已经可以帮助老家的父母来
义乌市场看货、比价和下订单了。

在义乌，有无数和斯迪卡一样的追梦人。在这
些外国人眼中，义乌遍地充满了机会。这里是中国
商品走向世界和世界商品进入中国的重要平台。
这里汇聚了 7 万多个商铺，210 多万种商品出口
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6 年前，伊朗人哈米也同样怀揣梦想来到义
乌做丝巾生意。哈米居住的鸡鸣山社区被誉为“联
合国社区”，这里近一半的常住居民是外国。不同
文化风俗、各色异国元素交织，是这座浙中小城国
际化的一个缩影。

2007 年，哈米和中国籍妻子成立了义乌市首
家由外商创办并拥有进出口权的外贸公司。如今
哈米已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设了分公司，把丝
巾服饰、卫浴洁具等贸易做到了亚洲、欧洲和北美
洲的许多城市。

2014 年 11 月，一条跨国铁路班列的开通让
哈米这些外国商人感到兴奋。这条全世界运输旅
程最长的货运班列，一头连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
集散地义乌，一头连着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西班牙马德里。

“义新欧”中欧班列既是义乌对外开放“无中生
有”的典型案例，也是义乌新商人的梦想延续。

历史上，驼队是活跃在丝路上的主要交通工
具。如今，列车飞驰的轰鸣声，代替了响彻千年的声
声驼铃。

截至目前，由义乌始发的中欧班列已增加到
11 条线路，辐射欧亚大陆 37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
丝路沿线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全覆盖。越跑越快的
中欧班列已成为义乌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
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义乌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也正在以进

取的姿态和日新月异的面貌，继续着开放发展、融
入全球市场的生动实践。

“吃改革饭”“走市场路”“念开放经”，新时代义乌“鸡毛换糖”再出发

寻找“世界超市”背后的精神密码

“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绝不是自上而下‘允许’出来

的，而是鸡毛换糖的农民群体

的伟大创造。”

“我们就是想知道义乌从

货郎担发展到如今的全球最

大小商品市场，中间到底经历

了什么过程。”

··广广告告··

青砖黛瓦的民居、精巧别致的骑楼、造型

各异的景观塑像、古朴厚重的门饰……在武鸣

区210国道沿线，一个个民族风情浓郁的村庄

或景观组成了一幅百里骆越风情画卷，双头鸟

图饰始终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点缀其中，营造出

一种地域特色文化和时代风貌有机结合、自然

与人文共生共荣的美好意境。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在实施乡村风貌改造

工作过程中，为避免“千城一面、百村一貌”，坚

持充分体现农村特点、体现文化传承的工作原

则，深入挖掘本土历史文化精髓，提炼出古骆

越双头鸟图腾，在乡村风貌改造中持续深化运

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在乡村风貌改造

中鲜活起来，致力打造一批独具骆越文化特色

的新村和新景观，实现了地域特色文化和时代

风貌有机结合。

武鸣壮族是古骆越民族的后裔，考古专家

在武鸣考古中发现了很多珍贵器物，这些器物

反映出武鸣古骆越文化的源远流长与丰富厚

重。其中在宁武镇伏唐村马鞍山岩洞葬出土的

双鸟联体玉饰最具代表性，双头鸟玉佩是春秋

时代骆越国人的文化图腾标志，不仅设计奇

巧，独具匠心，且寓意深长，该玉佩双鸟同体，

头顶冠帽，眼睛刻画圆而突出，鸟身与两个鸟

头巧妙结合，它包含图腾崇拜的文化内涵，也

是骆越人对稻作文化贡献的特别标记。近年

来，双头鸟图饰被广泛用于武鸣区210国道沿

线乡村风貌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小

区景观打造中，成为武鸣区地域文化的亮点。

截至目前，武鸣区共运用双头鸟图饰打造风情

小镇2个、乡土特色节点村屯8个，改造民居

6679户、民族特色灯杆5802杆，打造城市广场

铺装2个、候车亭12个、文化景观等一批城市设

施，把壮族文化记忆以实物的形式鲜活体现于

城市生活的各项细节中。

（武鸣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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