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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曾在大丰下放,今年在盐城过的年,住
在麋鹿度假村,去了知青农场、荷兰花海、黄海森林公
园、梅花湾、条子泥,这里的变化让我震撼!”2024年,
76岁的上海知青王明与400多名外地游客一起在盐
城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丰盛的年夜饭,热闹的篝
火晚会、烟花秀,让我回到了年轻时代。”

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上了盐城。据统计,今年春
节假期,该市A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724.13万人
次,同比增长51.91%,各大景区及周边的酒店早在春
节前就被抢订一空。近年来,盐城积极践行“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发展思路,依托当地深厚的
人文底蕴和天然的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游+,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新样板,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从观光到旅居,从“多走多看”到“长时间呆在一
个地方”,很多外地人选择留在盐城工作生活,在这里
寻找灵感和创作的源头,他们已将这里当成“第二居
所”,当成养心、养生、养老的地方。他们是盐城发展
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在他乡遇故乡,他
们在改变这座城市,也在悄悄被盐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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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遇故乡，盐城成“第二居所”

80后知识分享博主陈磊,如今
已是知识科普界的引领者,他的科
普团队“混知文化”在全网拥有6000
多万粉丝。作为一名漫画科普作
家,陈磊走过很多地方,唯独在盐城
他停住了脚步,用了7个多月时间去
深入了解这座城市。

2023年初,陈磊接受盐城邀请,
到当地的文化景点进行考察采风,
他先后去往丹顶鹤和麋鹿保护区、
东台条子泥、新四军纪念馆、盐城市
博物馆等地。用他的话说,这里的
生态、美丽和文化给大家带来了很
大的震撼。

陈磊的老家在江西,北宋时期
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晏殊跟他同
乡,小时候陈磊特别喜欢读晏殊的
词,有种莫名的亲近感。在盐城市
博物馆参观时,导游介绍了曾在东
台西溪担任盐官的吕夷简、晏殊、范
仲淹的三相文化,“我当时感觉穿越

了,在千里之外的盐城,遇到了千年
之前的老乡。”陈磊的感情和思绪一
下子迸发了。

创作灵感奔涌而来。之后,陈
磊决定留在盐城继续探究、请教,用
自己的画笔,将盐城推荐给更多的
人。经过7个多月的反复打磨,陈磊
的新漫画书籍《半小时爱上盐城》正
式出版,他将盐城比拟成“阿盐”,将
原本“高冷神秘”历史文化和城市特
色,演绎成主人公“阿盐”的成长励
志故事。

“慢慢了解盐城的过程给了我
很多惊喜,要历史有历史、要经济有
经济、要生态有生态,这里宜居宜业
宜游。要让大家感兴趣、看得懂、记
得住、说得出,在‘哈哈哈哈’笑不停
的漫画段子中,对盐城有个全面清
晰的认识。”采访中,陈磊充满了对
盐城的赞美和敬意。

深入接触盐城后,陈磊的惊喜

不断,他的“脑洞”被彻底打开了。
在他看来,盐城这座城市非常神奇,
文化不仅多元而且丰富,很难用一
张名片或一个特点去概况它。“很多
人都以为一本介绍盐城的书是给外
地人看的,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
受众首先是盐城本地人,特别是本
地的孩子。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他
们真正了解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
陈磊透露,目前“混知书店”已落地
盐城,后期他还会继续挖掘,吸引更
多的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

作为悦达起亚汽车公司配套
厂商的江苏大昌弹簧工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早上7点之前,权玳邮
就要出门上班。在韩企,一个员
工国外驻派的时间,往往不超过6
年,可权玳邮一待就是13年。如
果当初来盐城是为了工作,现在
离不开这座城市有了更充足的理
由:“我的妻子是盐城人,两个儿
子也在这里出生、上学。”

从权玳邮居住的小区,驱车
前往位于盐南高新区新河街道
的新园路只要10分钟左右,每天
来这里吃韩国早餐是他一直没
有改变的习惯。这条不长的路,
除去一些韩国美容院和KTV,最
多的就是韩式餐厅。除了韩国
人,越来越多的盐城人开始接纳
来自韩国的味道,一日三餐,食
客如织。

在盐城,像权玳邮一样的韩
国人还有1万多人。为什么是盐
城？2002年,盐城本土的悦达集
团开始生产汽车,韩国起亚集团
嗅到了商机。2004年,韩国起亚
汽车牵头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在
盐 城 落 户, 产 能 达 30 万 台 。
2011 年,同样具备 30万台产能
的第三工厂仍选址在盐城。也
是2002年开始,一批批韩国人,
带着自己的语言、习惯和家人,
进驻这个年轻的城市。

2011年,作为汽车零配件的
技术人员,33岁的权玳邮被派驻
到盐城,他从开发部部长、副总
经理,一直做到了总经理。他的
妻子于梦雅是韩语专业毕业,刚
到盐城的权玳邮要学中文,于梦

雅是他的家教。从此两人从相
识、相知到相爱,在盐城买房定
居。如今,他们的大儿子11岁,
小儿子上幼儿园。

“我现在会做很多韩国菜,
老公说我做的海鲜锅和炖排骨
尤其好吃。”在妻子于梦雅眼里,
丈夫是个工作狂,事业心很强,
每天要早出晚归,她自然成了他
的贤内助。在盐城生活久了,权
玳邮每次从韩国探亲回来,都会
情不自禁地说:“还是自己家里
舒服。”

如今,在盐城南洋国际机
场,每周都有往返于盐城与首尔
等地的航班。“盐城与韩国地缘
相近、人文相亲,合作交流广
泛。市区分布着400多家韩国特
色餐饮、娱乐、购物等场所,韩文
标识随处可见,韩国友人亲切地
称盐城为‘第二故乡’。”对于官
方公布的资料,权玳邮最有发言
权。谈到“家”时,他最先想起
的,不是千里之外的故土,而是
窗前的这片灯火。

2013年,57岁的尼可接到一通
来自盐城大丰的电话,原来是当地
邀请他来中国,希望大丰也能培育
出美丽的郁金香。数百年前,盐城
范公堤以东还是盐碱地。历经一代
代人植树造林,改善土质,曾经的盐
碱荒滩变成沃野千里,已经初步具
备了郁金香生长的自然环境。当尼
可第一次来到这里,就看到了遍地
的生机与不可多得的机遇。

“刚开始,一切都要靠国外进
口,郁金香培育成本十分高昂。”于
是,尼可将家乡的土壤管理技术带
到大丰,教会了当地农民,并逐渐扩
大团队。目前尼可的团队培育出20
种新的郁金香品种,其中包括适合
当地土壤和气候的新品种。在不久

的将来,尼可计划根据大丰的气候
启动新的育种计划。

如今,3000 亩的荷兰花海拥有
3000万株花簇、300多个品种,这里
景色优美,游客如织。除少数稀有
品种,大部分郁金香的培育繁殖可
以在中国搞定。尼可所在的荷兰花
海如今成为了江苏著名的旅游景
点,还带动周围的农民一起致富。

“郁金香的花语是博爱,我将郁金香
从荷兰带到中国,更希望它能象征
着两个国家之间的爱与友谊,如这
片鲜花一样盛放。”尼可信心满满。

“盐城是我的第二故乡,每年有
一大半时间在这里。我热爱这份工
作,它让我和身边的人生活越过越
好。我更爱这里绿色低碳的环保理
念,这里的人们一直在尊重自然、敬
畏自然。”11年来,花海见证了尼可
的郁金香事业不断发展,尼可也同
样见证了盐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
步,“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在减少使用
化学物质的情况下,让郁金香长得
更好。”

“皓月之下,这座海滨之城闪闪
发光;这是一座创新之城、文明之
城、友谊之城;清风徐来,这座绿色
之城邀请我开启人生新篇……”

2023年 9月27日,盐城市第八届诗
歌大赛暨中秋诗歌朗诵会现场,一
首 英 文 诗 朗 诵《My Love For
Yancheng 我对盐城的爱》让观众们
眼前一亮。而这首现代诗的作者
Lona也是朗诵者之一,他来自南非
共和国,现在是盐城枫叶双语学校
的一名英文老师。

“4年前我来到盐城,我对她一
见钟情。她拥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
火,游人如潮的旅游景区。我与盐
城的缘分很深,我的孩子出生在这
座城市。在盐城这个新家,我和家
人共享幸福,我们的深情纽带永远
不会消失,我想成为其中一部分 。”
Lona用诗歌表达出了自己对盐城的
真挚情感。

盛放的友谊之“花”

与千年前的老乡“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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