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观察
第425期

2022年4月1日 星期五SZ01 责任编辑：潘朝晖 版式：范国晖版

国匠精工，领跑中国建筑行业

世界瞩目的“鸟巢”“水立方”、高
492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高约600米
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高450米苏州
国际金融中心……这一座座刷新“中国
高度”、见证“中国速度”的地标建筑，背
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身影——中国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集团是中国建筑行业的领跑
者，位列2021年世界500强第13位、
中国500强第3位，以承建“高、大、精、
尖”工程著称。截至目前，中国建筑已
深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
资开发、工程建设、勘察设计和创新业
务等全方位建设，以国匠之姿书写“中
国名片”。

中建三局是中建集团的优秀排头
兵，是全国首个行业全覆盖房建总承包
特级企业，位居中国建筑业竞争力百强
企业榜首，具备规划设计、房屋工程、基
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四位一体”
全产业链优势。自成立以来，中建三局
始终秉承“敢为天下先，永远争第一”的
精神，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勇当主力
军，见证并参与伟大时代的伟大创举。

实例见证实力。上世纪80、90年
代，中建三局以“三天一个结构层”的
“深圳速度”震惊世界；2020年，中建

三局10天建造火神山医院、12天建
造雷神山医院，“两山”速度彰显中
国力量；中建三局还先后承、参建
528米北京中国尊、530米广州
东塔等一大批精品工程，不断
缔造城市地标。此外，中建
三局还积极“走出去”，建造
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
廊”最长高速公路、迪拜
世界最大热电厂、阿尔及

利亚世界最高清真寺……
用创新实干书写精彩华章。

当前，中建三局大力实施
“投资+建造”两轮驱动发展战
略，向建造商、投资商、运营商“三

商合一”转型升级。作为投资主业
的主要实施平台，中建三局城市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聚焦城市片区功能建
设、产业导入和综合运营，以金融资本
为纽带，以高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
城市开发为支撑，为城市可持续发展
贡献力量。

融入大局，与苏城发展同频共振

近年来，中建集团主动融入大局、
服务大局，深度参与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国家
战略，在抢抓国家战略机遇中推动高
质量发展。

其中，苏州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参与者，与中建集团强强联合，
开启了合作新征程。2020年11月，苏
州市政府与中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十四五”时期，中建集团将在苏州
投资规模超2000亿元，围绕服务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总部基地建设、区
域开发建设、企业协同联动等方面开展
深层次合作。

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2020年
11月，中建三局城市投资运营公司华东
分公司落户金鸡湖畔，拉开了中建三局
深度融入苏州城市发展的序幕；2021年
1月17日，中建三局集团（江苏）有限公
司在吴中太湖新城揭牌，这是中建三局
深化与苏州合作的重要一步，也是其深
耕吴中、服务吴中发展的诚心之举；同一
天，中建三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揭牌落
户园区，双方将加强在建筑工业化升级、
建造智能化转型等领域的合作，建设产
业资源集聚平台，谋划更多落地项目，不
断提升城市能级……由此可见，中建三
局深耕苏州、建设苏州的决心与魄力。

事实上，中建三局早已与苏州结下
了不解之缘，建设了令苏州市民家喻户
晓的苏州中心、苏州国际金融中心、苏
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苏州湾文化中心等
一大批高质量标志性项目。

2021年5月，中建三局首次在苏州
拿地，落子苏州吴中太湖新城。同年11
月，中建三局再次斩获吴江太湖新城地
块，正式开启了从建设苏州向落子苏州
的跨越。未来，中建三局将争做苏州乃

至整个江苏区域建筑行业的生力军，推
动苏州秀美魅力与三局争先气魄的深
刻交融，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展
现更大的担当和作为。

当前，作为经济大市的苏州，正全
力以赴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中建三局积极响应，一方面做好
自身防护与发展，一方面积极组织志
愿者助力苏州抗疫，用实际行动践行
央企担当。

筑梦未来，匠心打造诗意栖居

一湾两岸、双星联动，既是中建三
局的实力体现，也是其看好苏州南部太
湖新城发展潜力的真实写照。

苏州太湖新城是苏州市委市政府
“一核四城”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苏州从“运河时代”走进“太

湖时代”的发展方向。自规划建设以
来，吴中太湖新城始终秉承“先规划后
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先生态后业态、先
配套后居住”的“四先四后”理念，坚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以世界一流水平高
起点规划建设。

中建三局落子苏州的首个项目——
中建·太泽之星便择址吴中太湖新城，
将承袭国匠精工的淬炼，精琢同步世界
的湖居范本，咫尺描绘“繁华处不失宁
静，喧嚣旁不失自然”的城市湖居“画
卷”，以非凡眼界迭新太湖人居。

这是一座人文大宅。中建·太泽之
星毗邻太湖文化新地标——苏州橙天
嘉禾360剧场。此外，项目本身自带建
面约6万平方米文化配套，汇集图书
馆、儿童主题活动中心、办公等业态，构
筑精神与心灵的诗意栖居。

这是一座改善大宅。中建·太泽之

星项目地块距太湖滨水岸线约400米，
中建三局匠心独运打造建筑面积约
143-215㎡纯改善大平层，部分楼栋享
宽境瞰湖视野；同时，专梯专户、低密奢
享，让业主拥有专属领地的私密感与安
全感，延展生活空间的尺度。在小区内，
项目将打造万方园林，收藏东方雅境，让
自然与城市、艺术与生活在此交融。

这是一座科技大宅。项目以国家
绿色建筑最高评价标准，严苛用材、安
全耐久、环境宜居等施工指标，打造绿
色建筑三星+WELL金级双标准高品质
社区。在小区内部，智慧共享、安全巡
防、智能居家等智能科技系统，将功能
与品质相结合，为生活赋能。

据悉，中建·太泽之星临时接待中
心已经开放。4月，项目营销中心、示范
区及展示样板房即将惊艳绽放；5月，项
目将迎来首次开盘。 苏钰

勇当排头兵勇当排头兵 筑梦向未来筑梦向未来

中建三局中建三局：：用用““中国匠造中国匠造””擘画擘画““苏州向往苏州向往””
在吴中太湖新城

引黛街北、移舟街东的
建筑工地上，戴着口罩
的工人们正在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该项目
是中国建筑第三工程
局有限公司打造的集
总部办公、图书馆、文
化活动中心与纯改善
高品质住宅为一体的
综合体项目，也是中建
三局从建设苏州到落
子苏州的首个重磅项
目，正以“中国匠造”品
质激情描绘令人向往
的“诗与远方”。

扫码了解更多详情

本报讯（记者 范昕怡） 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昆山
综合保税区等7家综保区将同时享受新政福利，为综保区产业
配套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管理模式提升带来新机遇，并增加全
球维修、保税研发、跨境电商和期货保税交割等新兴业务。

2021年，苏州地区综保区进出口总额7736.9亿元，同比增
长 11.1%；今年 1月至 2月进出口 1269.8 亿元，同比增长
27%，占同期苏州外贸进出口总额的30.7%。根据《综保区管
理办法》，综保区内企业应当在每季度结束的次月15日前办
理该季度货物集中申报手续，延迟了缴纳税款的期限，将“次
月底前集中申报”调整为“在不超过账册核销截止日期的前提
下，最迟可在季度结束后15天内完成申报纳税手续”。

为让外贸进出口企业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苏州海关积
极通过“线上宣讲+线下定点宣传”相结合方式，先后对地方
政府部门及区内100余家重点企业进行定点宣讲，同时通过
微信群等网络化手段进行线上政策解答，惠及300余家企
业。“通过这次宣讲，我们了解到新的综保区管理办法对融资
租赁、跨境电商等领域有了新的支持，管理越来越规范的同
时，也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带来了更强信心！”苏州市国海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开明说。

苏州7家综合保税区
迎来发展新机遇

本报讯（惠玉兰 范昕怡） 3月30日，久保田农业机械
（苏州）有限公司获批省内首个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审
批意见，意味着苏州工业园区排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有机衔接改革落地实施，实现了两项行政许可事项“同步审
批、一次办结”的服务新模式。

久保田农业机械是一家集农用机械的设计、制造、销售及
服务于一体的企业。日前，企业向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
申请了喷涂设施技改项目，将现有的油性涂装线改造为水性
涂装线，同时将涂装由湿式喷房改成干式喷房，减少VOC排
放。“正好赶上园区审批制度改革，项目申报后，工作人员上门
指导办理，整个申报流程非常简单，真正实现了网上办，特别
是在疫情期间，让我们不跑路，大大缩短了办证时间。”该公司
环保科负责人毕亚为“两证合一”改革政策点赞道。

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
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排污许可证核发“两证合一”行政审
批制度试点，是纳入生态环境部改革方案的具体举措之一，也
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去年7月，
苏州市被列入“排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有机衔接改
革试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苏州市联合专业机构研究完善
试点方案，同步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环评与排污许可协同审批
系统”，方便企业开展全程网办，实现了“一套材料、一口受理、
同步审批、一次办结”。

苏州率先试点环评
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

□ 周成瑜 韩雷 雷霆 陈诚

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报告速览】
过去一年，苏州净增高新技术企业1393

家，全市高层次人才达到32万人，高技能人
才达到 82.4 万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2.2 万亿元，增长 17.2%，占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比重达到52.5%，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预计达到
3.8%，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苏州完成

“智改数转”项目1.06万个，新增全球“灯塔
工厂”3家、国家首批智能制造业示范工厂3
家，新建省级智能工厂 2 家、示范智能车间
73个。

【延伸阅读】
新的一年，苏州将推动科技自立自强，

全力以赴建设高水平创新集群。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中优势力量向创新

“高峰”攀登，全力建设高水平产业创新集
群，全面打响“人到苏州才有为”品牌，加快
形成创新主体集聚、创新人才荟萃、创新成
果涌流、创新活力迸发的创新生态系统。

全面强化数字赋能，着眼长远厚植产业
核心竞争力。苏州将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做
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坚持以数字撬动存量、
缔造增量，大力培育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数字金融、智能车联网等“头雁”企业，锻
造“苏州制造”品牌，推动产业发展向价值链
中高端攀升。

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
展，全面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苏州还将大
力培育信息服务、研发设计、法律会计、咨询
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壮大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规模，同时聚焦数字文化、内容产
业、创意文化、影视动漫等重点领域，推动文
化产业特色化发展。

【两会声音】
“推进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建

设，是苏州顺应时代大势的‘先手棋’，也是
苏州抢占新赛道、主赛道，补齐数字经济短
板、拉长长板的重要举措。”苏州市政协委
员、苏州市工信局副局长金晓虎表示，围绕
产业创新集群建设，苏州工信部门将紧盯创
新变量，牵头起草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生

物医药领域的集群建设实施方案，通过细化
措施，发挥企业自主创新作用。同时，瞄准
关键增量，做优做强数字经济产业，高水平
建设国家级区块链发展先导区，大力推进企
业智改数转，推动智改数转走在全国前列。

全力推进创新集群建设是数字经济时
代下苏州扛起使命担当的战略抉择。在苏
州市政协委员、苏州路之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周荣看来，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
集群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形成企业
的集群，也要形成产业、研发、教育、金融和
服务的集群。他建议，进一步打破区域壁
垒，从顶层设计上统筹规划、标准、政策等多
方资源的协同推进，推动政府、企业、科研院
所、金融机构、社会团体加速形成命运共同
体，营造起创新驱动、市场导向、价值引领、
规范竞争的良好生态，使产业创新集群走上
可持续发展之路。

落实一体化发展战略

【报告速览】
过去一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北向拓展

带协同发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新增制度创新成果46项。苏州加强与
上海等长三角城市合作对接，推动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延伸阅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落实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新的一年，苏州将坚
持龙头带动、各扬所长，深化与长三角城市全
方位合作。高水平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北
向拓展带，启动苏州高铁北站综合枢纽工程，
加速推进沪太同港化。开工建设通苏嘉甬铁
路、北沿江高铁，推进南沿江城际铁路、沪苏
湖铁路、沪苏通铁路二期苏州段、苏锡常城际

铁路太仓先导段等工程，建设苏州东站、苏州
南站、盛泽站。加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建设，协力打造“水乡客厅”，推动
昆山锦溪、淀山湖、周庄联手打造示范区协调
区。深度参与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环太湖科
创圈和G60科创走廊建设，高标准打造太湖
科学城、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建设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
起步区。聚焦长三角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构
建便捷服务网，实现与上海医保支付直接刷
卡、统一结算比例。

【两会声音】
沪苏湖铁路是深入贯彻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的重大项目,其苏州段长
52.156公里，全部位于吴江区境内，沿线设
苏州南站、盛泽站。“吴江依托苏州南站打造
高铁科创新城，包括苏州南站枢纽综合体、
集疏运系统、产业载体、市政道路及配套工
程等。”苏州市人大代表、长三角投资发展
（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汾湖高新区苏州南
站科创新城管理办公室主任陆欣表示，目前
相关项目建设推进过程中，主要面临建设用
地、建设资金两项困难，建议市级层面加快
对上沟通，力争尽快落实示范区国土空间规
划，保障项目建设合规性，同时协调市国企
公司共同参与投资建设开发。

沪太同港是上海、苏州两地推动一体化
发展的重要见证，今年苏州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加速推进沪太同港化。苏州市人大代
表、江苏太仓港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周晓荷
表示，围绕“沪太同港化、港贸联动化、平安
绿色智慧化”的目标，太仓港将积极打造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副中心，主动承接上海
港的溢出，不断提高全国乃至全球航运资源
的配置能力。

挺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报告速览】
过去一年，苏州开展智慧农业国家级试

点，新增现代农业园区10万亩，绿色优质农
产品比重达到69.4%，吴江现代农业产业园获
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家农业企业在主板
上市，实现“零”的突破；村均集体可支配收入
达到1127万元；位列“中国农村人居环境发
展报告”综合评分第一；

聆听示范引领的“春之声”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苏州奋进新征程的自信与担当

因疫情而延期召开的苏州两会热度不减。3月30日下午，随着
苏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代市长吴庆文作政
府工作报告，会场内外引发热议，将两会氛围推向高潮。

作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单”与“路线图”，政府工作报告
是立足两会读懂苏州的重要一环。“十四五”开局之年实现了怎样的
难中攀高？新的一年秉持什么样的行动纲领？未来的蓝图又该如何
绘就？透过字里行间，这座创新之城、开放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
城、宜居之城、善治之城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

细细翻阅报告，人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源于强劲综合实力而展露
的苏州自信，源于五个“始终坚持”而彰显的苏州担当，源于十方面重
点工作而锚定的苏州路径。特别是在产业创新、长三角一体化、乡村
振兴、江南文化等领域，苏州更是拿出了争当引领者、示范者的豪气，
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昂首阔步、走在前列。

这个春天，苏州从太湖之畔出发，满怀憧憬，朝着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全速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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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太泽之星项目整体效果图，其中建面约143-215㎡纯改善住宅首期预计于5月开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