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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还能这样试衣服！”在前不
久举办的南通国际高端纺织博览会上，市
民徐女士站在VR试衣镜前，一件件时尚的
旗袍、连衣裙等通过3D模拟“穿”到自己身
上，带来全新体验。

消费新场景的“破壁”，只是这场博览
会的亮点之一。博览会上，纺织新材料、生
产新设备、品牌新理念等众多“新”元素令
人目不暇接，颠覆人们对纺织业的传统印
记。在信息化为标志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浪
潮下，传统产业如何借梯登高？“南通正建
设世界级纺织产业先进区，努力成为全球
纺织产业价值链高端的引领者！”在博览会
开幕式上，南通市市长王晖说。

从张謇在南通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棉纺
企业——大生纱厂算起，纺织业在南通已
有百余年历史。迄今已形成家纺、棉纺织、
服装、化纤、丝绸和印染等门类齐全、配套
完善的现代纺织工业体系，在江海交汇处
锻造出一座现代化“产业巨轮”。

南通市市场监管局局长秦艳秋告诉记
者，目前南通拥有规模以上纺织企业1066
家，从业人员67.2万人，产品畅销全球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纺织行业建成国家级智
能示范车间1家、省级示范车间9家、市级
示范车间12家。随着规模扩大，南通纺织
业的行业“话语权”也越来越大，主导或参
与制定行业领域的国际标准1项、国家标
准30项以及行业标准124项。此外，从棉
花种植、蚕桑养殖、化纤生产到织造、染整
再到服装服饰、家纺成品制造，南通形成全
产业链条，并涌现出了大生集团、恒科新材
料、鑫缘茧丝绸、罗莱生活等大批知名大企
业。

然而，不少纺织企业依然停留在低端
的粗放式发展阶段，人工需求量大，信息化
普及率低，手工小作坊较多。目前南通拥
有的2万多家生产企业中，规上企业仅有
180多家。规模大而不强，导致不少纺织类
企业品牌意识弱、从业人员水平不高、产品
质量参差不齐等突出“短板”。近些年，尽
管恒力、桐昆、华峰超纤等一批行业龙头企
业纷纷抢滩布局，但本土品牌培育依然迫
在眉睫，市场亟待释放内生动力，做大做
强。

据了解，当前南通已在两个方向上探

索高端化转型，即纺织制造过程的高端化
和纺织成品的高端化。“针对目前用工难的
现实，必须将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装
备和技术运用到纺织工艺制造中。”南通市
场监管局反垄断（产业发展）处处长高宇澄
认为，生产的智能化是提升产品质量的基
础，也是迈向高端品牌化的必由之路。

今年5月，南通市推行的家纺“质量合
作社”一站式服务模式获得国务院肯定，成
为江苏省质量工作唯一受到表彰的。三年
来，在此模式下，南通家纺产品质量合格率
提高了2.75%，其中小微企业、个体户产品
质量合格率提高了12.5%。罗莱、紫罗兰
等企业更收获了江苏省省长质量奖，156家
企业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还
引来国家功能性床上用品质量检测中心
（江苏）落户。

2015年，南通纺织“百年老店”大生集
团打造了国内首条全流程全国产设备数字
化纺纱车间。今年，大生工业园纺纱万锭
用工个位数、24小时不间断的“黑灯工厂”
也将投入使用。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郭小川 朱亚运

扬子晚报讯（记者 朱亚运 通讯
员 陈妍）6月8日上午，“非遗撕纸呈
党史 百年历程铸辉煌”撕纸艺术作
品展在南通大学开幕，由该校师生共
同创作的100幅撕纸画和100米长
卷正式亮相，用非遗撕纸艺术传承红
色基因，抒发爱党情怀，描绘家国梦

想。
据介绍，非遗撕纸艺术是一种手

作的艺术，不需要使用工具。通过非
遗撕纸传播红色文化有易看懂、记得
牢、可互动的鲜明特点。将红色文化
融入撕纸艺术，能更好地让当代青年
传承非遗文化，同时传播红色文化，

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据悉，本次画展吸引了包括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江
苏省委党校在内的众多院校和单位
关注，并以南通大学为起点，进行全
国巡展，前往北京、南京、徐州等地
展出。

最高资助1000万元
南通苏锡通园区
发布13条科技新政

扬子晚报讯（记者 朱亚运）6月11
日，南通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发布13条
科技新政，最高资助额达1000万元，拿
出真金白银培育壮大“科创森林”，鼓励
引导企业致力于前沿技术研发和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激活园区高质量发展源头
活水。

“十四五”时期，南通市大力推进沿
江科创带建设，作为构建“一核、四区、多
园”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苏锡通园
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园区党工委
书记王凯介绍，相比传统的奖补措施，新
政从协同创新的需求出发，瞄准园区产
业领域的最新前沿进行整合打造，真正
推动园区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科技园
区。

苏锡通园区“靶向发力”，瞄准科技
型企业的孵化器，新政将成为推进科技
创新平台、企业研发机构、科技创新载体
建设的“催化剂”。其中，对新认定的国
家级、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院士企业研
究院、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最高给予1000
万元资助；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最高给予300万元
资助；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加速器等科技创新载体，分别按
100万元、50万元给予资助。对于重大
科研项目实施，比如获国家、省、市立项
的科技计划项目，最高给予配套扶持
1000万元。

此外，为满足企业技术需求，帮助企
业突破技术瓶颈，新政提出，支持产学研
协同创新。如企业与国内外科研院所、
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等签订产学研合
同，最高奖励50万元。

打造临沪投资“产业高地”
启东国际经贸洽谈会
签约项目20个

扬子晚报讯（记者 朱亚运）6月5日，
2021中国·启东国际经贸洽谈会如约而
至，来自装备制造、新能源、智能制造、生
命健康等行业的领军人物、企业、科研院
所、行业协会代表等200多人齐聚一堂，
20个分量十足的产业项目“抢滩登陆”这
片投资热土。

作为江苏通江达海的第一门户、接轨
上海的前沿阵地，启东拥有拥江揽海的独
特资源禀赋、紧靠上海的绝佳区位优势。
目前，启东正奋力跑好对接浦东第一棒，
加快建设长三角一体发展新高地，打造沪
苏通一体融合发展窗口城市。据了解，
2020年，启东市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均列江苏各县市前十；高质量发
展列江苏各县市第13位；在中国工业百
强县（市）排名中位列南通第一。

启东市委书记李玲说，北沿江高铁经
启东设站，即将开工建设，通州湾新出海
口吕四起步港区今年年底建成开港，启东
将成为南通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
节点，成为临沪最近、最具发展潜力、最具
投资价值的城市之一。

独特的资源和区位优势也让启东的
产业发展“如虎添翼”。近年来，启东全力
构建“两主两新两优”产业体系，即海工及
重装备、生命健康科技两大主导产业，新
材料、新能源两大新兴产业，电子信息及
半导体、精密机械两大优势产业。目前，
全市共有世界500强企业15家，央企15
家，集聚了中远海运、振华重工、拜耳、药
明康德、尚华医药、华峰超纤、广汇能源、
韩华新能源等一大批行业领军企业。

6月18日，“枢纽海安·科创新城”全方
位对接上海大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
行。上海市、江苏省相关领导、外国领事代
表、南通市和海安市党政机关代表以及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央企国企、上市公司、大
型企业集团、商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等，共
话合作愿景、齐绘发展蓝图，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共话“沪海一家亲”。会上，12个
合作共建项目启动，18个重大项目签约落
地。

海安与上海一江之隔，人文相亲、
经济相融，因著名爱国人士韩紫石结下

历史“人缘”，因“海纳百川”的城市精
神相得益彰，又因“产业互动”带来深厚

“情缘”。改革开放后，“百万雄鸡下江
南”“名特优新进超市”，海安优质农产
品为上海市民提供了丰富的菜篮子、米
袋子；一批又一批海安建筑铁军走进上
海，一代又一代海安优秀学子求学上海，
成为上海经济发展、创新创造的服务力
量。

“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对接融入上
海，不仅是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的必然之选，更是海安主动找准一体化

发展定位、更好发挥通江通海通上海区位
优势的应势之举。”海安市委书记于立忠
说，海安将紧紧围绕“一体化”和“高质量”
两个关键，主动策应，积极作为，努力融入
上海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加快交通互联互
通、城市功能衔接、文化交流融合、公共服
务共享，真正将海安打造成上海都市区先
进制造业生产基地、科技人才创新创业高
地、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休闲旅游健康
生活目的地。

通讯员 刘文奇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朱亚运 郭小川

传统产业如何迈向中高端？
南通“织梦”世界级纺织产业先进区

海安赴沪“大手笔”
启动12个合作共建项目、签约18个重大项目

百米长卷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