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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省委工作会议部署
坚决担起“勇挑大梁”重大责任

□ 本报记者 卞小燕 祝洁

秋意渐起，黄海湿地上，芦苇摇曳，成群的麋鹿自由
奔跑……好消息传来，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年
新生麋鹿1036头，种群数量首次突破7000头。

长期以来，盐城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守护独特生态资源，持续放大世遗效应，把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作为鲜明标识，夯实绿色本底，加快探索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径，努力打造“两山理论”的实
践典范。“盐城版图上的每一寸绿，都是不可多得的生态
财富。我们不仅要立足自身、奋发进取，更要着眼全局、
勇于探索，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全
省全国贡献更多绿色新动能。”盐城市委书记徐缨说。

勇当“碳路先锋”，
激发绿色低碳发展澎湃动能

放眼长三角，盐城是一道天然的绿色生态屏障——
这里拥有江苏最长的海岸线，有海洋、湿地、森林三大生
态系统，东部是黄海湿地，西部是湖荡湿地，有着长三角
最大的绿肺、最好的空气、最多的珍稀鸟类。

8月17日，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会
议召开，研究部署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重点工作，努
力把长三角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到新水平。对于盐城而
言，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等多
重机遇叠加，唯有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高生
态环境治理水平，坚定不移地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才能
为建设绿色美丽长三角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机遇与挑战并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之
路，意味着盐城能够拥有更多竞争新优势，在绿色低碳
新赛道上不断跨越赶超。8月9日，盐城市委八届三次
全会提出，要展现“国际湿地、沿海绿城”的生态魅力、发
展活力，将盐城建设为“绿色生态之城”“绿色制造之城”

“绿色能源之城”“绿色宜居之城”。
“盐城一方面用系统思维谋划未来，以绿色低碳发

展勇当‘碳路先锋’、助力跨越赶超、提升城市地位。
另一方面，突出绿色能源产业优势、制造强市鲜明导
向，推动生态价值多元转化，从生态、制造、能源、宜居
等维度部署精准落地之策，让‘沿海绿城’内涵具象
化，获得强有力实践支撑。”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夏锦文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
期申遗专家张正旺认为，“‘国际湿地、沿海绿城’的城市
定位，意味着盐城主动扛起了更大的责任，在保护上做
文章，守护好现有的生态财富的同时，累积更多生态财
富。勇当‘碳路先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
型，可以看出盐城时刻保持警醒，重大决策、重要举措、
重点工程等注入更多绿色意识，以进一步激发绿色低碳
发展的澎湃动能。”

放大生态话语权，凝聚保护滨海湿地的全球共识

盐城拥有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生态保护最好的77万公顷
海岸型湿地，是濒危物种最多、受威胁程度最高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
路线的中心节点，也是全球数以百万迁徙候鸟的停歇地、换羽地和越冬地。
2019年7月5日，中国·盐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成为全球第二块滨海潮间带湿地世界遗产，实现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从陆地走
向海洋“零的突破”，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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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文军）8月18
日上午，宿迁首届人才发展大会拉开
帷幕。大会以“迁宿迁 创未来”为主
题，共签约人才科技项目41个，协议
投资总额106亿元。

宿迁市近年来持续实施人才引
领服务发展“五联五强”行动，探索
建设人才协同发展改革试点，形成
了城市与人才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的良好格局。全市目前人才资源总
量 61.5 万人，较“十二五”末增加

19.8万人、增长48%，引进培养高层
次人才及团队2961个，产业链头部
企业中市级以上人才工程入选者占
比超 80%，规上高企研发机构建有
率达100%。

人才发展大会是宿迁全力打造的
重大招才引智活动，致力于搭建长三
角地区高能级人才交流合作平台，推
动区域人才协同发展，实现项目、技
术、资金一起“迁宿迁”，地方、高校、人
才携手“创未来”。

宿迁人才发展大会引资106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王岩） 8 月 16
日，总投资约150亿元的弘元新材料
新能源产业一体化项目在徐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开工，将进一步完善徐州光
伏产业生态，为“建设产业强市”注入
强劲动力。

该项目由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建筑面积约70
万平方米。该公司董事长杨建良表
示，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形成年产

25GW N 型单晶硅金刚线切片和
24GW N型高效电池片产能，预计
可实现年营收约 400 亿元，新增就
业6000人。

徐州市委常委、经开区党工委书
记张克说，将全力确保该项目10月底
前厂房竣工、80天交付使用，11月20
日试生产，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
当年投产，刷新项目建设新速度。

弘元项目是徐州经开区构建特色
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目前该区集聚
了协鑫集团、天通集团、创维集团、金
阳硅业、上机数控等企业，涵盖光伏、
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风电装备
等领域，将在“十四五”时期发力打造
千亿级新能源产业。

总投资150亿元项目开工

徐州经开区发力千亿级新能源产业

□ 本报记者 李达 赵伟莉

8月3日，全省首单基础设施基金
6000万元正式投放，为连云港市城发
智慧冷链物流综合体项目提供长期限
低利率资金支持。同时，农发行江苏省
分行还为该项目同步配套了5亿元固
定资产贷款。

江苏银保监局数据显示，自7月下
旬国开基础设施基金、农发基础设施

基金正式成立，短短20多天，国家开
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已经与省内41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签订152亿元基
金合同，投放金额98.33亿元，配套贷
款9.47亿元，签约额度达到全国3000
亿元总额度的5%。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的投放，有助于项目尽快形成
更多实物工作量，为稳投资、促增长、
调结构、增动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提
供了强有力支撑。

保障重大项目资本金到位

重大项目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能释放出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
地区经济蓬勃发展。而保障重大项目建
设进展顺利，离不开充足资金的到位支撑。

长期限低利率，是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的独有优势。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了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重
大项目建设的举措。 ▶下转7版

全省已有41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获152亿元基金合同——

政策性金融“活水”稳住大项目底盘

□ 本报记者 仇惠栋 通讯员 喻华轩

数字经济是江苏转型发展的“关
键增量”。作为南京这座“中国软件名
城”的核心承载区，雨花台区软件产业
规模占全省五分之一。擦亮“数字经
济看雨花”的品牌，该区正以数字赋能
全域发展，以城市“软实力”，扛起发展

“硬担当”。
“我们要推动城市和产业双向奔

赴、加‘数’攀升，努力实现全区高端、产
业高峰、治理高效、民生高地的发展目
标。”雨花台区委书记、中国(南京)软件
谷党工委书记张连春表示，贯彻新发展
理念，要将“打造新滨江、建设数字城”
作为该区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
创新、全域高新”的有效路径，努力绘就
现代化典范城市创新名区的美丽画卷。

创新为帜，产业高原起高峰

6月20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对
2021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
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
通报，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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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茜茜

尽管面对外部环境趋紧、疫情
冲击等诸多不利影响，我省直面挑
战，前7个月外贸实现快速增长，
累计进出口规模居历史同期最好
水平，以强劲的增长势头开启了下
半年“稳外贸”的序幕。

迈出第一步，
“新面孔”首次出海

“顺利通关，马上就能上架销
售！”8月15日，南京百润食品有
限公司的明星产品——“回味鸭血
粉丝汤”速食装终于迈出了开拓国
际市场的第一步。

鸭血粉丝汤是金陵小吃中的
重要代表，该公司外贸部经理杨娟
一直希望能将本地特色美食推向
海外市场。“收到第一笔来自澳洲的
海外订单后，我们就向海关咨询了
产品出口的相关要求，并了解澳大
利亚执行的肉类进口检疫标准。”

然而，迈出第一步并不容易。
“该产品含有鸭血、鸭肝等配料，属
于高风险动物源性食品，

▶下转3版

7月我省进出口5169.4亿元，同比增长22.1%

增速回升，
外贸企业稳定发力“后半程”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 7 个月江苏省进出口

3.14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增幅较全国整体水

平高1.1个百分点，较上半年提升1.9个百分点，占全

国进出口总值的13.3%。其中，出口1.99万亿元，

增长14.6%；进口1.15万亿元，增长6.6%
7月，我省进出口5169.4亿元，同比增长

22.1%，增幅较全国整体水平高5.5个百分点，

占当月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3.6%

□ 本报记者 王世停 徐超

南通滨江临海，踞江海之利，凭江
海而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通坚定不移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路追江赶
海，书写时代华章，交出“非凡答卷”。

十年砥砺，南通经济总量连续跨越
7个千亿级台阶，经济占全省比重提升
1个百分点，2020年历史性突破万亿大
关，成为全省第四座“万亿之城”；2021
年再上新台阶，达11027亿元，增速位
居全国24座“万亿城市”第三。

十载奋进，交通末梢变立体枢纽，
“难通”变“好通”。南通不仅成为上海
大都市圈中的核心成员，更成长为长三
角发展棋盘上的重要棋子，发展格局强
力刷新。

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苏，第一站就来到南通五山地区
滨江片区，点赞南通“好通”、沧桑巨变、
生活幸福。

大江大海大时代，风劲潮涌催征
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
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南通将坚决担起

“勇挑大梁”的重大责任，发挥好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支点作用，努力成为全省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奋力谱写“强
富美高”新南通建设现代化篇章。

“万亿之城”见证沧桑巨变

十年之变，最撼动人心的是经济增
长的“块头”。

7月20日，“2022赛迪百强县”揭
榜，“南通军团”表现抢眼：如皋、启东、
海安、如东四县（市）上榜，分列第23、
24、26、33位。在壹城经济咨询中心发
布的《中国市辖区高质量发展报告
2022》上，崇川、海门、通州三区分列第
12、14、21位。

南通所辖7个县（市、区）全部跻身
“千亿俱乐部”，放眼中国经济版图，这
并不多见。板块齐头并进，推动大市跨
越发展。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21
年，该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4%，

分别快于全国、全省 1.9、1.0 个百分
点。更引人关注的是，2020年南通首
破万亿大关，为江苏GDP突破10万亿
大关贡献了重要力量。

长“块头”的同时，南通制造业的“体
质”不断增强。7月21日，举行南通长风
新能源建造的浮式油气生产平台“FPU
TRUNOJOYO 01”交付仪式，这标志
着南通海工企业已完全具备了高端浮式
生产装置建造能力。十年来，中国首艘
2万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世界首制
4000车位LNG双燃料冰区加强型汽车
运输船、亚洲最大的重型自航绞吸式挖
泥船“天鲲号”、我国首制极地探险邮轮
等一批批大国重器从南通驶出，在船舶
海工国际航道上高树“南通航标”。

造船业转型是“南通制造”整体升
级的一个缩影。着眼战略布局，南通梳
理出16条优势产业链， ▶下转5版

跻身跻身““万亿之城万亿之城””壮写壮写““沧桑巨变沧桑巨变””

南通南通：：风劲潮涌催征帆风劲潮涌催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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