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家媒体看徐州
登上云龙山远眺，秀美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一城青山半城湖”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孙博宇 摄)

徐州在城市建设中全力推进15分钟生活圈建设，“圈”出了居民生活的便利，更“圈”
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图为小韩商业中心。 （孙博宇 摄）

小公园、大民生。越来越多的口袋公园和街头绿地精心打造城市的“金边银角”，用
“方寸之美”兜住百姓的幸福生活。图为徐州和平桥口袋公园。 (孙博宇 摄)

市民在云龙公园内晨练。 (孙井贤 摄)

在工程机械盛会——上海宝马展现场，集智能、创新、绿色为一体的徐工“钢铁军
团”，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咨询洽谈。 （孙井贤 摄）

“大风起兮云飞扬”，这里古韵悠长、人杰地灵；“五省通衢达天下”，这里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一城青山
半城湖”，这里山水交融、南秀北雄……这里是徐州，一座活力之城、魅力之城。

10月25日至27日，2023中国报业媒体技术创新发展大会暨“百家媒体看徐州”采风活动在徐州举行，来自
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县级媒体的近200名代表相聚徐州，在共话传媒行业技术创新之际，沉浸式感受了徐州
的人文魅力和城市风采。以盛会为媒，最会宣传的媒体“大咖”们在此深读徐州、见证发展，讲述一城精彩。

俯拾有文化，移步皆历史。徐州作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两汉文化的发祥地和集萃地，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徐州持续打响“国潮汉
风”“快哉徐州”品牌，打造世界级汉文化传承
和旅游目的地，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10 月25日，2023 中国报业媒体技术创新
发展大会暨“百家媒体看徐州”采风活动报到
的第一天，重庆市报业传媒协会副会长何洪元
等嘉宾预约了徐州博物馆的参观，领略璀璨夺
目的天工汉玉，感受近在咫尺的汉家烟火。

同为徐州的汉文化所倾倒的临沂日报报业

集团全媒体技术中心主任王爱猛多次来过徐
州：“徐州汉文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颗璀
璨明珠，这次来徐州，让我重新认识了这座城
市的文化底蕴和现代化发展。相信未来的徐州
会有更加蓬勃发展。”

《彭城风华》大型湖岛实景演出是徐州招待
尊贵嘉宾的一道文化盛宴。演出以苏轼在徐州
的历史故事为蓝本，观众船中坐，船在湖中
游，戏在身边演，与苏公一起泛游云龙湖，品
彭城风华。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徐州，虽然时间短暂，

但是我感受到徐州人民特别热情、好客。”26
日晚上观看了大型湖岛实景演出 《彭城风华》
后，张家口日报社副总编辑冯海潇感叹，“演出
让人大饱眼福，在云龙湖上，以徐州的山水为
幕，体验感特别强，仿佛穿越到了千年前的宋
朝。”

“扎根徐州文化，讲述徐州故事。”山西报
业协会秘书长冯鸿表示，“在《彭城风华》的演
出中，感受到了徐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精神之
美，演出通过苏轼与徐州城的故事，加深了观
众对徐州历史文化的了解。”

作为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徐州产业
基础扎实。近年来，徐州牢固树立大抓产业、
重抓制造业鲜明导向，积极构建“343”创新
产业集群，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地位不断巩
固。

在这座活力迸发的产业之城参观，徐工集
团机械装备车间里的“庞然大物”们令媒体大
咖赞叹不已。

“北有徐工，南有柳工。”柳州日报社编
委、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韦太平接受采访时表
示，“柳州和徐州一样也是一座工业城市，两个

城市的相似之处很多。通过这次参观，我们看
到徐工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参与各项工程建
设。我们也希望能够取长补短向徐州学习，把
民族工业做大做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除此之外，徐州的城市规划和产业发展两
者结合得非常好，展示了城市规划和产业发展
的可持续性，给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在马庄村，韦太平称赞道，“这里整体的村容村
貌俨然是现代文明村的一个典范，村民发展出
新的产业经济，让整个群众生活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马庄村能够长期成为一个示范村镇，

它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产业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
示范，对我们很有启发。”

马庄村持续壮大香包产业，把小香包做成
了富民大产业，产品香飘海内外。听闻讲解员
的介绍，采风团成员纷纷解囊购买。东方城乡
报编辑部主任张红英说：“小香包不仅设计精
美，而且还振兴了马庄的文化产业。”

绵阳日报社数字数据部主任江涛说：“虽然
我是第一次来，但徐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各个方面都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独
特的魅力和发展潜力。”

作为中国北方少有的山水城市，徐州环城
72 座山峦、9 条河流、7 个湖泊，全市林木覆
盖率和建成区绿化率分别达 31.2%和 43.3%，
均居全省前列，拥有国家A级景区56家，先后
获批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
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全国文明城
市，荣膺中国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奖。

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
湖”，徐州实现了华丽蜕变，山水的灵韵与城
市的繁华交相辉映，勾勒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
市底色。枣庄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

学军说：“虽然我在枣庄工作，但是我可是地
地道道的徐州人，好久没回来了，这次来徐州
感觉还是变化挺大。宣传片上说到徐州是‘一
城青山半城湖’，而我眼中的徐州是‘一城青
山满城绿’。”

完善的公共设施，给各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带来了舒适便利。“徐州的基础设施建设真不
错，我们从车站赶到酒店，全程快速路，路上
非常通畅。”信阳日报社记者马依钒表示。

徐州融合南北方的特色，南雄北秀的独特
气质吸引了诸位来宾。蓝天白云展诗情，青山

绿水带画意，人与自然相融相生的生态画卷，
让此次来徐的媒体团成员不时拿出手机将美景
定格。

“城市文化跟徐州的山水密切地联系在一
起。漫步在古城区，来到云龙湖畔，一边是山
水交融的绝美画面，一边是万家灯火的烟火气
息，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潘安湖风景如
画，视野开阔，环境很是优美。”邢台日报社
新媒体发布中心副主任尹彩红表示，“这次采
风活动一路上都很顺利，也很充实，希望下次
可以来徐州小住，体验更多的徐州特色。”

徐州四度上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不仅是一座城市的高光时刻，也是徐州人民的
幸福时刻。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代表一座城市
的民生温度，也折射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

“民生福祉是最具温度的幸福表达。”来徐
州采风的媒体人纷纷表示，生活的质量、宜居
的环境、和谐的氛围都是衡量幸福指数的重要
标尺，徐州人脸庞上洋溢的幸福让人真切感受
到了民生温度和幸福指数。

蚌埠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王静说：
“这是我第三次来徐州公办，之前一直没有时

间好好逛逛咱们徐州，此次借采风机会感受徐
州的魅力，感觉变化还是挺大的。现在的徐州
注重文旅发展，有很多可以游玩的地方，有好
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

“徐州的美食让人印象深刻。”第一次来徐
州的济南日报报业集团爱济南新闻端技术保障
部副主任吕唯一表示，“每到一个地方，我都
会迫不及待地去品尝美食。我们在徐州吃到了
特色羊肉，徐州本地小山羊特有的风味非常好
吃。”

“这次我赶了个时髦，去品尝了咱们的网
红美食米线，口味非常好！”谈到徐州美食，

东莞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张树坚也
打开了话匣子：“徐州的夜经济做得真不错，
除了观看 《彭城风华》，我还去了回龙窝和户
部山文化街区逛了逛，不仅人气旺，而且景色
优，环境卫生也很好，走在古色古香的建筑群
中，特别有沉浸感。”

四季往复此一城。这一场徐州探索之旅，
解锁了徐州城市新图景，也让大家对徐州这座
城市有了新的认识。驻足感怀、流连忘返间，
产业向新、生态向好、民生向暖的徐州，期待
下次相约。

徐州北望京津冀、南接长三角，东临沿
海、西襟中原，是淮海经济区规模最大、实力
最强、首位度最高的城市。近年来，全市聚力
打造“三中心一枢纽一高地”，中心城市能级
和首位度持续提升。

这里，城市集聚力辐射力加速提升——
徐州经济总量达到8400亿元、在淮海经济

区十个城市中首屈一指，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
新平台、本地大学、三级以上医院、“国字号”对
外开放平台数量以及通达高铁里程等均遥遥领
先，“米”字型高铁枢纽的加快构建，淮海经济区
金融服务中心、淮海国际博览中心、方特乐园等
重大功能性项目相继建成运营。

这里，协同发展全面驶入“快车道”——
牵头编制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规

划，徐州至淮北、宿州等跨省际快速路建成通
车，区域 10 市住房公积金实现互贷互认、医
保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与淮北、宿州市分
别合作共建省际产业园区，区域合作扩展到交
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等六大领域52个
具体事项……徐州扛起“头马”担当，致力于
引领区域协同发展。

这里，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成效——
徐州既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也是江

苏重点打造的双向开放枢纽门户，拥有国家一
类对外开放航空口岸、淮海国际陆港、综保区

和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综试区、国际邮件
互换局等开放平台，争创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获批江苏自贸区联动创新发展区。

采风途中，拔地而起的高楼、四通八达的
道路、繁华热闹的商业街给采风团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大家纷纷表示，徐州是一座近者悦、
远者来的魅力之城。从交通到商贸，从教育到
科创，徐州一体推进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和省
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不仅自身城
市综合承载力、集聚力和影响力持续增强，同
时还辐射引领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发展、加速崛
起，中心城市的“定位”正切实变成“定
位”。期待今后的徐州发展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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