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攀登民营经济发展“高峰”

地方经济实力强不强，很大程度上要看民营
经济。这十年，吴江民营经济在一次次大浪淘沙
中磨砺成长，一路高歌猛进，“跑步”迈入由大到强
的历史新阶段，迸发出强劲的活力、潜力与创造
力，“挑大梁”的“支柱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即使站在世界舞台上，吴江民营经济也占有
一席之地。2017年，恒力集团异军突起，首次跻身
《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就进入了排名前300位，成
为吴江首家世界500强企业。2020年，当地又一
家民营企业——盛虹控股集团，凭借全产业链发
展的综合优势，同样进入世界500强行列。尔后，
两家企业牢牢站稳世界一流企业方阵，展现令人
瞩目的“全球竞争力”。根据今年8月公布的2022
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恒力集团凭借1135.36
亿美元营业额列第75位，连续两年稳居世界百强；
盛虹控股集团以539.48亿美元营业额列第241
位，较上一年度跃升70个名次。

十年间，以恒力、盛虹、亨通为代表的一批吴
江“老牌”头部民企始终深耕主业、做精实体，不
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向价值链高端攀登，逐渐
形成了竞逐全国、全球行业“第一梯队”的底气和
实力。而与此同时，迈为科技、博众精工、赛伍技
术等一大批“后起之秀”也攻坚克难，在细分领域
逐步建立优势，成为推动吴江民营经济发展的

“生力军”。
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批引领行

业潮流的民营企业，更离不开一支素质过硬、本领
高强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在亨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局主席崔根良的带领下，十年来，亨通一次次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一步步抢占产业制高点，发展
成为全球光纤通信前三强的高科技国际化企业，
为中国制造赢得世界话语权。崔根良也获得全国

“时代楷模”、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最美奋斗者”、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
营企业家等“国”字号荣誉。

放眼吴江，除了依旧激情奋斗的老一辈民营
企业家，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民营企业家——“创二
代”正接过重担，加入到民营经济发展的浪潮中。
为了锻造“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优秀“创二
代”民营企业家群体，2018年吴江启动实施“创二
代薪火工程”，去年又推出“创二代薪火工程”2.0
版，为全区百余名“创二代”青年搭建学习提升、政
企沟通、比学赶超的平台，进一步培养了优秀企业
家后备人才梯队。

吴江民营企业家队伍中还有不少“新面孔”是
带着技术慕名而来的高层次人才。通过持续对各
项人才政策进行提档升级，吴江逐步构建形成以

“55352”工程为引领的“1+N”人才政策体系，建

立起一个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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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全 国 乃 至
全球的创新
成果前来转
化。截至目
前，吴江全区
人才总量超
34万人，其中
高 层 次 人 才
超3万人。

十年岁月，
吴江民营企业数

量从不足3万家飙
升到超过 8.7 万家，

注册资本从刚迈上千
亿级发展至突破 5000

亿元，民营经济展现出旺
盛生命力，“民营经济看吴

江”品牌越叫越响。民营经济强
则地方经济强，吴江2012年度地区

生产总值为1321.49亿元，到2021年
度已突破两千亿大关，达2224.53亿元。

深化“志在富民”时代内涵

吴江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家乡，也是他
“志在富民”理念的发源地和样本区。这十年，吴
江始终以“富民”为价值引领，把群众满意作为各
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改善民生福祉，努
力让老百姓进一步过上好日子。

一直以来，吴江着力将改革红利转化成民生
福祉，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民之所盼”体
现到“政之所向”中。2012年撤市设区后，吴江加
快推进医保互联互通，医保体系在政策、待遇、经
办服务等方面逐步与市区全面接轨。随着全域纳
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吴江又积
极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协同推动示范区医保一体
化，实现免备案异地门急诊就医。如今，吴江百姓
不仅可以享受到苏州的医疗资源，更能在上海等
地体验无差别医疗服务。

更令吴江百姓幸福指数节节攀升的，是越来
越多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家门口”集聚。2017
年，苏州轨交4号线及支线开通运营，吴江共设13
个站点，居民出行更为便捷；2019年，苏州市第九
人民医院全面启用，开放床位2200张，设计日门诊
量7000人次，居民看病更加省心；2020年，苏州湾
大剧院盛装启幕，可满足音乐剧、话剧、戏曲等不
同类型的文艺汇演需求，居民休闲有了更好去处。

在备受关注的教育方面，吴江不断推动教育
资源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转变。2012年以
来，全区新改扩建学校127所，新增学位8.3万余
个。北京外国语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世外教育集团、苏州中学等合
作办学项目先后落地启用，让“在家门口上好学”
的愿望得到更大满足。随着今年苏州大学未来校
区一期建成投用，吴江实现了从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链条布局。

吴江还十分关切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
提升相对应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2021年，吴江
率先出台社区养老三年提升计划，提出到2022年
底前，保障各区镇（街道）至少建有1家集社区综合
服务、嵌入照护于一体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并以
此为基础带动建设300余个村社日间照料中心，打
造39个“一站多点”的社区养老运营片区，全面加
快形成网格化养老服务格局。

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
有宜居……十年来，“志在富民”理念在吴江得到
生动实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
变为现实，幸福的气息充盈在街巷深处、田舍
人家，舒展在百姓的眼角眉梢。数据显示，
2021年吴江城镇常住人口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已达76781元，较2012年的39758元增
加近一倍。

擦亮“鱼米之乡”生态底色

在长漾南岸的震泽湿地公园观鸟屋区域，清
脆的鸟鸣声不绝于耳，越向长漾深入，越是百鸟争
鸣。不久前，鸟类调查员在这里发现了黄腹山鹪
莺和短嘴金丝燕，刷新了震泽湿地公园的鸟类纪
录，这里还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水雉。

百鸟来“巢”的现象在吴江并不罕见。经过近
十年的生态修复，位于吴江开发区的同里国家湿
地公园动植物种类及数量同样显著增加，迄今共
发现鸟类228种，品种数量达到2013年的2.5倍，
这里被誉为“鸟类的乐园”。作为大自然的环境

“监测员”，更多“新”鸟类的到来，印证着吴江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

提起吴江，一幅清丽俊秀的江南水乡图景蓦
然浮上心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吴江并
没有让机器的轰鸣声掩盖住鱼米之乡的特质，而
是坚持把绿色作为发展底色，让水乡资源禀赋焕
发出新的光彩，打造出江南韵、小镇味、现代风交
织的“新时代鱼米之乡”。

作为“百湖之城”，一江碧水，是吴江打造“创
新湖区”的重要生态资源，也是建设“乐居之城”的
基础条件。吴江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治污水、保
饮水、“三水同治”，让清澈灵动的河流湖荡，成为
推动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根基。

秋高气爽，东太湖畔，万公堤风景秀丽、绿地
遍布，彩虹步道、绿皮火车上透着斑驳光影，吸
引着不少市民游客来此休闲散心。难以想象，十
多年前，这里曾遍地污水横流，市民“近湖”却不

“见湖”。
实行退耕还田、退渔还湖、拆除太湖围网、推

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实施太浦河“沪湖
蓝带”计划、统筹开展以工业污水治理为主的“三
水同治”、在全省率先建成水生态感知网、实施养
殖池塘生态化改造……一项项创新之举，显示出
吴江水环境治理的坚定决心。

除了“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乡村也是江
南水乡的招牌标志之一。秋初，来到七都镇开弦
弓村，白墙黛瓦的水墨气质让人沉醉。小景观、健
身场地分布村口，宅前屋后的空地上辟有别致的
小菜园，每家每户的庭院里嵌着风格迥异的小花
园。近日，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公示结
束，全国256个村落入选，开弦弓村成功上榜，是此
次苏州唯一入选的村。

既要好风景，也要好空气。保卫蓝天，吴江与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开展环境质量提升战略合
作，在全市率先试行区镇空气质量补偿制度，2020
年至2021年累计奖补资金676万元；保卫净土，吴
江深化土壤监管，严格做好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一制度三报告”等工作，确保污染地块安
全利用率100%。

绘就“美美与共”文明盛景

如果说，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重新擦亮了
吴江的城市特质，那么城市文明的提升，则为吴江
打造出又一张闪亮名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提出的不同文明之间
的共处原则，正在引领吴江勾勒“美美与共”的文
明盛景。如今，漫步在吴江，目之所及皆美好，文
明就在“你我他”身边。

城乡“美美与共”的和谐画卷在此铺
展。9月16日，松陵街道鲈乡二村居民
钱雪华拎着大包小包，进入电梯抵达
四楼家中，忙活起了午饭。这看似
稀松平常的一幕，在几年前可是

“奢望”。“年纪大了上下楼梯不方
便，更别说提了这么多东西了。”
钱雪华说，自从老旧小区改造后，
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楼道里

堆放杂物、在绿化带里
种菜、高空抛物、随地吐
痰等不文明现象基本绝

迹，文明变得“肉眼可见”，居民们都看在眼里、喜
在心里。

老旧小区实现蝶变，是吴江文明力量的无声
彰显，而乡村面貌的革新同样离不开乡风文明的
助推。优美的风貌、平坦的道路、清澈的河水，
走入震泽镇众安桥村，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派秀美
风光。

古今文化“美美与共”的精彩故事在此上演。
站在吴江东太湖畔远观苏州湾大剧院，两条金属
带饰宛如丝绸飘带，在风中和水中交织起伏。以
《千里江山图》为意象创作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于今年中秋精彩亮相大剧院，演员们身着飘逸的
丝绸服饰，演绎婀娜多姿的舞蹈，配合绚丽的舞台
效果，让观众在沉浸式观赏体验中感受江南丝绸
文化的深厚底蕴。深挖地方特有资源与历史文
脉，活态传承并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和非遗文化
品牌，吴江紧扣“运河”“江村”“丝绸”等江南文化
元素，积极打造具有吴江独特印记的特色IP和文
化符号，“绣”好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双面绣”，让江
南文化从“阳春白雪”走到百姓身边。

治理力量“美美与共”的创新诗篇在此抒写。
前不久，松陵街道花园路“城商联盟”组织开展了
一场志愿服务活动，在综合执法队员的带领下，30
多名商户组成志愿小组，沿着花园路捡拾路面垃
圾、搬移违停电瓶车、清洗店招标牌、铲除墙面小
广告等，为净化道路沿线市容环境出了一份力。
今年以来，吴江打造“城商联盟”，搭建城商共建平
台，由各地综合执法条线人员联合沿街商户组成
临时组织，通过“城市管理商户配合，商户点单城
管服务”，共同治理城市，助力吴江文明典范城市
建设。吴江还创新实施“融入式党建”，发挥党组
织纽带作用，淡化区域内各类组织的体制、隶属、
领域观念，通过资源共享实现互联互动、共建互
补，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非凡十年，吴江准确把握所处坐标方位和发
展阶段，保持定力、奋楫笃行，扛起作为苏州城区
最大板块和战略纵深所在的光荣使命，扛起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中的时代担当，以人民
为中心，着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经济
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成为烙印在
这片土地的最鲜明印记。

一个地方，只有勇于和善
于抓住机遇，才能实现发展的跨越。这十

年，吴江的每一步跨越都是对机遇的理解与把
握。2012年撤市设区，全面拥抱“太湖时代”，城市格

局迎来精彩嬗变；2016年在全省率先探索城市综合治理
联动机制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标杆；2019
年全域纳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国家战略

“棋盘”上展现风采、下出“妙手”；2021年启动建设苏州“运河十
景”之一——“平望·四河汇集”，加快成为江南文化的叙述者、传播
者和引领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吴江走在新时代的节拍上，牢牢
抢抓一系列历史机遇，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千年垂虹文
脉图卷上挥毫留下非凡一笔。

十年踔厉奋发，十年笃行不怠，吴江敢为人先、勇担使命，持
续领跑的民营经济在“高原”之上筑起更多“高峰”，薪火相传
的“志在富民”理念催生更多现实成果，鱼米之乡的生态

底色愈发鲜明，美美与共的文明气韵越加浓厚，一
座充满活力的“创新湖区”、一座生机盎然

的“乐居之城”，正渐渐展露出
现实模样。

牢牢抓住时代机遇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创新湖区”“乐居之城”展露现实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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