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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砥砺前行，
雨花台区正朝着“高品质主城”阔步迈进。

在古雄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嵌着卫生服务站，居民下楼
就能看病拿药；在铁心桥街道，“宁小哥”商圈驿站为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提供了歇脚处，骑手们送餐途中还能“偶遇”街头音乐
会；在西善桥街道，新市集连年举办，数十个节目全由岱山人自
导自演……132平方公里的雨花大地，幸福镜头随处可见。

五大名校全部落地，教育事业高歌猛进。8月30日，南京市
中华中学雨花校区启用，迎来第一批入校生。这所“崭新”的百
年名校，在雨花开启了全新旅程。26轨78班全日制寄宿高中的
办学规模，极大提高了全区教育“档次”。9月份，江苏省妇幼保
健院总部（江苏省人民医院雨花分院）也在“两桥”地区开工建
设，当地群众一片喝彩。梅山医院扩建工程也将启动，两所三甲
医院将全面结束无大医院好医院的历史。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雨花台区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接着一
件办。“十三五”期间，全区新建中小学15所，引进8所市内名校，成
功创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所有社区实现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获评首批省基层卫生十
强区、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名师、名校、名校长来了，名医、
名院、名科室也来了，雨花人期待中的“好日子”不断照进现实。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渐成雨花风景。近五年来，工农河双
学桥段边的永安花苑小区居民在亲水、近水中找到一份闲适快
乐。过去，小区居民没少因为河水发臭拨打投诉电话。2021
年，全区59条主要河道交出水环境质量“高分答卷”：1个国考、3
个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在进行全
区河道满意度调查时，居民满意度已达99%。

对照群众向往，奋力群众所需。雨花台区坚持补短板、促民
生、增幸福，从2019年提出全面打造5分钟社区商业配套圈、10
分钟文化体育圈、15分钟社区健康服务圈等“幸福三圈”，加快
基本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经年砥砺，“幸福三圈”成为区域
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张“雨花名片”。

10分钟路程为半径的文化体育圈，让居民不用走远就能坐
享文体大餐。1.8万平方米综合性文化大厦建成开放，区文化
馆、图书馆、雨花美术馆、梦想剧场迁入，6个文化空间入选江苏
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对象。“名家名作名品牌”，与中国美
术家协会合作的国家级展览——“雨花满天”“诗意雨花”等10
余场高品质名家作品展在雨花美术馆举办，1000余场文艺活动
遍布雨花各地，100余场“遇见”街头音乐汇走进街头巷尾、送上
直播云端。全区现有310支各类群众文艺团队，年均开展和参
与文化活动600余场，服务群众近10万人次。

“幸福雨花”更多来自困难群体的获得感。古雄街道共有4个
社区，残疾人数量多达490人，且居住分散。2018年开始，原板桥
新城率先试点“喘息服务”：由政府、社区牵头，建立特色助残志愿
者服务队伍，上门提供医疗康复、家政服务、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
签约服务，为他们提供长期的“个性化、点对点、菜单式”的精准服
务，让亲情“喘口气”，给家人“放个假”。2019年，“喘息服务”的初
步做法被省政府办公厅《每日要情》刊发，“喘息服务”被南京市人
大常委会列入立法内容，“古雄经验”在全省推广。

“十四五”期间，雨花台区将继续优化完善“幸福三圈”民生服
务体系，加强立体化、有效化、数字化、便利化民生服务供给，塑造
雨花民生服务品牌，努力让雨花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产业发展与城市进阶齐头并进，从“偏安一隅”的边远郊区，
到配套不全的半城半郊，再到“融入主城”的安居乐土，雨花台区
用华丽蝶变诉说着可能性。

“出门就遇断头路，满眼望去坑坑洼洼，现在说出去别人可
能都不信。”在软件谷内工作多年，金洁深切感受到“有对比才有
感慨”。在给秦淮的朋友推荐软件谷的工作时，对方惊讶发现二
者路程不超过20分钟，蓦然回首，雨花台区已悄然融入主城之
列。去年1月数字大道开通，从雨花到河西已然咫尺之间。

道路建设牵动城市发展，造就城市格局。10年来，雨花台
区完成9项重大道路改造工程，加速形成“一横三纵”高速公路
网、“两横四纵”快速路网和“四横七纵”主干路网全区总体路网
架构。农村公路提档升级29.51公里，获授“四好农村路”省级示
范县。四通八达的路网，成为支撑和引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钢筋铁骨。

老南京人印象中的城市洼地“两桥”地区——“铁心桥—西
善桥”也换了模样。随着全区新建的龙翔西立交工程、机场二通
道（绕城公路—大周路段）等68条道路开通（新增里程63.24公
里），铁心桥改扩建、银杏湖大道和宁丹路等8项改扩建工程完
成，“两桥”落后格局也由此打开。

还有更大的期待藏在群众心里。南京目前在建的地铁7号
线、6号线和S2号线，以及未来的9号线和16号线等均在雨花
台区设有站点，将连同正在穿越区内的1号线、3号线、10号线、
S1号线和S3号线等5条地铁加速雨花“融入主城”。

好事不断，铁心桥街道新河社区居民等来了老旧小区改
造。S3号线春江路站一出来，就能看到周边天隆坊、升景坊、韩
府坊3个小区正在进行施工。十多年前，3000多户居民拆迁安
置到此，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现在又赶上了好时候，小
区改造完肯定又跟新的一样。”社区居民李巧赞不绝口。

雨花台区提出，城市建设必须始终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
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出新是民心工程，亦是发展工程。2016
年以来，全区共开展52个棚户区改造项目，改造面积共计325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7863户。去年，南京市公布46个宜居示范
居住区，雨花台区占10席。

步入新发展阶段，聚力打造“新滨江”。这片囊括雨花经开
区、板桥街道、古雄街道、梅山街道的新板块，总面积超过全区
40%，经济总量仅占25%，正成为新一轮发展的重要空间承载。
锚定平衡协调的发展格局，雨花全域争相竞发，乘势而上。

前不久，秦淮新河入江口步行桥汇聚了全球五家顶尖桥梁
设计单位智慧的国际设计方案出炉，引起热烈反响。北端是河
西鱼嘴公园，南端是雨花经开区江豚广场，老南京人突然意识
到，二者仅一河之隔。市民游客争相来此露营游玩，期待与“微
笑天使”江豚完美邂逅，江豚广场俨然成为网红打卡点。谁能想
到，这里过去还是一个杂乱的生产性码头。

2016年始，雨花台区先后清理拆除8座黄砂砂石小码头，关停
20多家散乱污小作坊、小仓库，江岸全面启动复绿工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全区持续推动落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最美滨
江岸线，重新唤醒这片土地的价值。9.6公里长江干流岸线，成为雨
花最为宝贵的资源、最可传承的生态、最具标识的画卷。

“区域发展差距，正肉眼可见地缩小，而雨花的城市发展速
度却搭上了‘快车道’。”古雄街道的创业者杨翃宇看到一片片土
地正酣畅淋漓发挥出溢价，“正在看房子，准备把家安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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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重磅消息在雨花台区激起千层浪——9月29日，南京市召
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2+2+2+X”创新型产业体系，现场发布《南
京市推进软件名城提质升级打造万亿级产业行动计划》，到2025年，
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规模突破1万亿元，涉软从业人员超110万人。

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已然来临，雨花台区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2021年，雨花台区软件业务收入达2500亿元，同比增长15.2%，占全
市比重达36.8%、全省比重达20.7%，已然成为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
产业的“顶梁柱”。而十年前，雨花台区软件收入不过700多亿元。

2010年南京成为首座“中国软件名城”，便是雨花台区软件产业
腾飞的关键机遇。2011年8月，为高标准打造这个国家级IP，中国
（南京）软件谷正式成立。彼时，这里集聚的涉软企业还只有数十家，
涉软从业人员3万余人。

“荒凉。”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刘冰依然记得，从办
公楼下来想走走逛逛，眼前一无所有的场景。“从载体到配套，从人才
到人气，都有不少欠缺。”十年前，诚迈科技几百号人，还只能“蜗居”
在老的花神家具港腾出的空间里，如今已经是8000余人的上市企
业。为何选中雨花台区，留在软件谷？刘冰坦言，雨花台区从上至下
对软件产业的理解和认识，深深触动了自己。“既了解宏观的发展政
策，更了解产业的发展方向、企业的发展需求，这是难能可贵的。”

无数青年人才奔赴而来，成为雨花一景。清晨的南京地铁1号
线软件大道站，如潮的年轻面孔涌入两侧企业，很是壮观。为帮企业
留住人才，雨花台区曾在黄金地段斥巨资建设2000多套人才公寓。
楚翘城、科创城、云密城、创业创新城、大数据产业基地、智慧城市产
业基地、数字金融科技园等专业园区也相继建成。刘冰感慨：“现在
一出门，什么都有了。”

十年磨剑，32万涉软从业人员“敲”出来通信软件及运维服务、云
计算大数据及信息安全、互联网+、人工智能及智能终端、集成电路、
信创等六大产业集群。南京首条以产业命名的道路——软件大道两
侧，约3500家涉软企业汇聚，过去的“大树”枝繁叶茂，比如华为、中
兴；曾经的“细苗”成长壮大，比如诚迈科技、润和软件。

“最年轻、最创新”的雨花气质得到诠释。自2017年获评国家级
双创示范基地以来，雨花该项工作四年三获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激
励。南京提出，到2025年建成领先的数字经济名城。勇挑大梁的坚
实底气，敢为善为的拼搏精神，鼓动着雨花台区这片产业热土再次果
断“亮剑”。

当空间成为软件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雨花台区从“发展焦虑”
中辟出新路，着手改变“偏软”单一的产业结构，培育发展与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相关的新型都市工业，在“软硬结合”中实现“双轮驱动”。

雨花发挥软件产业的优势基础，抢抓智能装备和设备发展机
遇，产业链条持续向下游延伸，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
发展不断强化，新型都市工业中无不蕴含“数字内核”。雨花经开
区首批都市工业载体九号工坊，年产值达5亿元。雨花经开区招
商局相关负责人说，园区立足“数字内核，软硬结合”产业定位，着
力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园区招商已和软件产业、数字经济捆
绑在一起。

“搞软件到雨花”蜕变成“数字经济看雨花”，十年砥砺，一个产业
带动了全域发展。勠力前行，产业高原正耸起创新高峰。2025年，
雨花台区软件业务收入规模将达到4500亿元，新型都市工业总产值
达到300亿元。聚焦商务商贸优势领域，全区还将加快推动产业数
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新型消费示范企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750亿元。

“善谋两全两新，敢争一等一流”“奋斗争先，强区有我”“学英
雄、做英雄，人人争当奋斗者”……9月28日，一堂沉浸式党课在
雨花台烈士陵园举行，雨花台区新当选的区级机关“我们的奋斗
者”郑重宣誓、字字铿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底色。与雨花台区政府一墙
之隔，雨花台烈士陵园是雨花英烈精神的诞生地。过去十年，
雨花台区坚持用好用活家门口的资源宝库，推动红色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区域经济、社区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立根铸魂。

系统化推进“学英雄”，项目化推进“做英雄”，多维度构建新
时代“英雄谱”。2019年初，雨花台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创新启动

“英雄支部”创建工作，用雨花英烈的闪光名字命名先进基层党
支部。区级机关64个党支部围绕中心工作和业务职能，挖掘对
标雨花英烈个性特征，突出“一支部一特色”学习、践行雨花英烈
精神。

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机关党员用千方百计解民忧的实
际行动，让人民群众看到了“身边的英雄”。2021年9月，“英雄支
部”被推荐参加全国第三届党建创新成果展示交流活动，荣获十
佳创新案例第3名。

机关党建有“英雄支部”，非公党建有“雨花红谷”，商圈党建
有雨花“中心荟”，网格党建有“雨花红桥”，社会组织党建有“红色
导航”，区域党建有“南京南站区域党建联盟360”，社区治理有“善
育之城”，作风建设有“雨花赛红”……雨花台区各板块党建品牌
竞相涌现，打破条线间隔，融汇发展合力，党建引领的集群效应强
力凸显、不断放大。

今年，从四川来宁6年的外卖小哥潘强，成了铁心桥街道尹西
社区交通安全“形象代言人”。近年来，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
态加速发展，街道聚集了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大量
新就业群体。过去，这些群体一度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不小压
力。街道党工委创新成立“暖蜂行动”党支部，外卖骑手有了新身
份，融入并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疫情防控、最强汛期、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硬仗一场接着一
场，极大考验基层党委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水平。以党建为引
领，激发红色动能，雨花台区各区域板块交出一张张“亮眼答
卷”——

雨花经开区直面辖区医疗资源“短板”，立足“红色引擎”党
建品牌，园区党工委腾出园区大楼，“让位”社区医院，倒排时间
表、日夜赶工期，终于按照序时进度，把好事办到了居民群众心
坎上。

西善桥街道以社会治理视野谋划大教育，以教育视角破题高
水平社会治理，为岱山保障房片区量身打造全国首个“理想教育
小镇”。昔日南京最大保障房片区，正蹚出一条以覆盖全域全周
期全人群的“大教育”促进社会治理“大提升”的新路径。

软件谷“雨花红谷”非公党建工程纵深推进，现有105家非公企
业党组织，覆盖非公企业300余家、党员2800多名，基本实现“网格
里设党建指导员、楼宇里有党建联络员、企业里配党建信息员”。以
此为阵地，雨花台区开展了惠民惠企“组团式”服务近百场。

凝聚“雨花力量”，亮出“雨花作为”。雨花台区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书记项目”为抓手，推
动全域党建“红炬雨花”品牌质效整体提升、争创省市一流，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全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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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 苏写新篇章

落花如雨，繁花似锦，一个全新的雨花真实
可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京市雨花台区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紧盯建
设“强富美高”新雨花的目标，砥砺奋进，创新实
干，奋力开辟雨花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当前，南京正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名城，雨花
台区在双创、数字经济发展等领域深耕多年，先
发优势明显，城市功能品质和公共配套服务大
幅改善提升，有利于人才、资本等高端要素向雨
花汇聚。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雨花台区把握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写好数字经济文章，绘好数字城市画卷。全
区上下以“打造新滨江、建设数字城”作为实现
“全面创新、全域高新”新雨花的具体实践，努力
实现全区高端、产业高峰、治理高效、民生高地，
打造数字经济示范区，奋力谱写现代化典范城
市创新名区建设的崭新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十年砥砺结硕果，阔步奋进新雨花

□ 本报记者 胡明峰 周敏

综合
实力

数说雨花

2021年，雨花台区地区生产总值首次

破千亿元，达到1015.55亿元。雨花

台区已“跑”出超级独角兽2家，独角兽、培育

独角兽、瞪羚企业5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12家，均居全市前列。

软件
地标

十年间，全区软件业务收入从700多
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2500亿元，

同比增长15.2%，占全市比重达36.8%，

全省比重达 20.7%，涉软企业总数达

3492家。

城市
拓界

2012年至2021年，完成9项道路

改造工程，形成“一横三纵”的高速公路网、

“一横三纵”干线公路网、“两横四纵”快速路

网和“四横七纵”主干路网的总体路网结构。

十年间，完成农村公路提档升级29.51公
里，获授“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2016年以来，全区共开展52个棚

户区改造项目，改造面积325万平方
米，惠及居民7863户。

生态
提质

2021年，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1个
国考、3个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

2016年至2021年，全区新增绿地面

积约100万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

覆盖率达到92.72%，林木覆盖率和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1.3%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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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区街机关组团服务“零距离”。莲花湖畔的街头“音乐汇”。三桥湿地公园眺望新滨江风貌。夜幕下的软件谷依旧灯火灿烂。

软件大道两侧汇集众多优质企业和高端人才。

俯瞰南京南站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