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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苏写新篇章苏写新篇章

“实施国家战略、承接区域需求、打造农业硅谷”，南京
国家农创中心自“出生”那天起，就肩负起让农业绽放“科技
之花”的神圣使命。

时间回到2016年，全国首家、华东地区唯一一家国家
级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获批建设，选址浦口区。自
实体运作以来，浦口聚焦政、产、学、研、用、金、媒等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全要素，在长江北岸建起一个开放式平台。赵
春江、沈其荣、邹学校……近10名院士在这里集结，形成了
集群式农业院士创新基地。围绕生物农业、智慧农业、功能
农业三大主导产业方向，南京国家农创中心将一粒粒“科技
种子”撒进万顷良田。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浦口的现代化。作为南京
“含农量”最高的板块，浦口区农业GDP占比9.5%，农村人
口超全区50%，农村面积近80%，推动“三农”高质量发展，
必须告别传统耕作模式，在沃野粮仓种上物联网、栽下大数
据，用更“聪明”的现代农业解放“看天吃饭”的农民。

创新技术在塘口田头落地生根，是城市对农村最好的
反哺。十年来，浦口紧扣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深入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序衔接，让一项项农业科
技成果落地生根，让农业有奔头、农村有看头、农民有盼头。

位于浦口桥林街道的兰花塘高标准农田里，4248亩水
稻丰收在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八个红字矗立在田间。
这片在拆迁废弃地上开垦出来的“丰产田”，累计投资4300
多万元，投入强度全省领先。

种了30年水稻的“土专家”邵名文，是这片大田的“技
术总监”，兰花塘最吸引他的，就是地里的科技含量——自
动灌排系统、无人机植保、机械化耕种管收，还有省农科院、
扬州大学、南京国家农创中心的专家给予智力支持。邵名
文憧憬未来，“理想状态，亩产可达1300斤！”

汤泉农场数字大田、绿丰源谷数字温室、永宁联合村数
字渔场、星甸数字猪场……农业的“智改数转”不断在浦口
孕育出新的应用场景。7月20日召开的全国数字乡村建设
现场推进会上，浦口区作为试点典型交流发言。

十年间，浦口农林牧渔总产值和增加值分别增长
56.4%、79.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番，突破3万
元。去年，浦口区永宁、江浦、星甸3个街道在南京市街镇高
质量发展评价中荣获综合奖、发展奖，取得历年最优成绩。

既要“口袋鼓”，也要环境美。让农民在诗画田园里奔
小康，浦口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线，加大治乱整破力度，重
新塑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家园。目前，
浦口已累计完成528个村庄环境整治提升，创成9个特色田
园乡村，17个省级传统村落，134个宜居村，汤泉街道、星甸
街道九华村、永宁街道侯冲社区和联合村荣获“2021中国最
美村镇”称号。

好山好水的浦口，正加快把农村的美丽颜值转化成现
实生产力。不老村、水墨大埝、河岸花海、草圣书乡，都市微
度假的风口下，浦口从农文旅融合切入，用五条精品全域旅
游线路串联美食美景美宿，让农民“走绿色路，吃美丽饭”。
去年，浦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数突破400万。

2012年，设计师李伦搬进了海都嘉园的新家。他至今记
得，当时的江浦老城几乎没有像样的高楼，选择浦口，是因为
刚刚通车两年的长江隧道和相对便宜的房价。

十年后，李伦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庆幸。家门口的白马生
活广场和江北虹悦城先后开业；江北大道快速路融入南京大
外环，直通长江五桥和宁合高速；老山脚下的象山湖公园
2017年开园，离家只有3公里……最让他感慨的是，过去喜
欢把过江说成“去南京”的浦口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变化，来自于日新月异的“江北新主城”建设。
长江五桥通车了，宁合高速拓宽了，地铁10号线、S3号

线相继运营，11号线正式开工，“4桥2隧3轨”的多层次过江
通道体系快速搭建，浦口跨过天堑，与主城紧紧相拥。

浦云路大桥已是城南河上的网红打卡地，江北虹悦城崛
起商业地标，集成电路设计大厦变身浦口经开区“封面”，一
个个高品质城建项目，不断刷新外界对浦口的刻板印象。

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已进入三期建设，金陵中学、南京
一中、中华中学竞相布局，主城的民生资源跨江而来，浦口群
众“上学不过江、看病不过江”的夙愿早已变为现实。

资源重组、空间重构、品质重塑，这是浦口城乡面貌改善
最大的十年，也是发展边界拓展最快的十年。从最初的桥北
片区，到眼下的江北新区的核心区，再到如今的城南中心、桥
林新城，十年间，浦口的建设重心沿着长江岸线一路西进。

在浦口区城市建设与更新指挥部，城南中心的两张卫星
图片，形成了强烈对比。2016年以前，这里只有零星的企业
和保障房，而现在，2.7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里，金陵饭店新
建五星级酒店，大悦城带着顶流商业综合体“进场”，市民中
心、演艺中心、图书馆、科技馆启动建设，江北“城市客厅”已
经呼之欲出。

告别“有产无城”，桥林新城建设进入了“下半场”。品质
住宅、人才公寓、保障房小区，一栋栋新楼满足了各层次人群
的安居需求；金穗路中学开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资源落子
布局；洲际假日酒店进驻集成电路设计大厦，6个地铁站点将
新增上盖商业……一座有品位、有文化、有艺术的现代化滨
江新城正在崛起。

大江大河大山，是自然的慷慨馈赠，也事关子孙后代的饭
碗。城乡巨变，但浦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初心始终如一。

十年前，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南京市老山景区保护条
例》，浦口依法护山，叫停毁林开山、采石挖矿，严惩非法猎
捕、盗挖草木，续写老山“不老传奇”。新一轮的老山生物多
样性普查结果即将出炉，近2000种生命在深山中繁衍生息，
共同构建“基因宝库”。

四年前，浦口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重拳整治28.5公里长
江岸线，淘汰落后产能、治理入江支流、修复岸线生态，47家
沿线企业全部完成整治，复绿面积约170万平方米。“十里造
船带”蝶变“生态风光带”，相关经验被水利部作为长江大保
护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

治水护山，浦口寸土不让、毫厘必争，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水利风景区……一系列国字号
头衔实至名归。

秋日的浦口经开区，依然一片火热。
华天科技的智能化车间里，一枚枚芯片经过数十道工序

后顺利下线。三公里外，百亿级芯爱科技高端基板一期项目
进入设备调试阶段，年内即将投产。桑德斯硅基芯片项目刚
刚开工不到两个月，产品未来也将远销海外。

换在十年前，这一切不敢想象。当时，浦口经开区转战桥
林进入第三年，园区没有一家半导体企业。从2016年起步，
浦口白纸作画，做优基础配套、引进行业龙头、厚植产业生态，
短短数年内集聚了近300家集成电路上下游企业。如今，浦
口经开区不仅是南京的集成电路产业核心板块，更凭借5纳米
的设计能力、12纳米的制造能力，成为国内工艺水平最高的产
业承载区。从设计到制造、从封测到配套，浦口区快速构建一
条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去年以全市1/4的企业创造了近
1/3的产值。

从无到有、聚少成多、由弱变强，小小一枚芯片，是浦口产
业转型升级的缩影。

2012年的浦口区政府工作报告有这样一段表述——以转
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做大规模、
扩大总量。十年来，浦口区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动产业结构
调新调优，以链式思维培育核心竞争力，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
型的进阶。

和集成电路一样，浦口的高端交通装备产业几乎也是从
零起步。随着2014年南京依维柯从主城搬迁而来，韩泰轮
胎、鸿运汽车、志卓电子纷纷布局，90多家关联企业围绕整车
制造、新能源、关键零部件等细分领域各就各位，去年产业链
规上工业产值突破80亿元。由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领衔
的清研华科研究院，为产业升级输送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

入夜，浦口新城总部大厦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此起
彼伏，年轻的软件人才还在埋头编写代码。从DXC到慧与
HPE，惠普系资源的持续加码，南京国际软件质量总部基地

“数字矩阵”不断扩容。目前，浦口已集聚数字经济产业链重
点企业78家，2021年核心产业增加值73.2亿元、占GDP的
14.9%。

“芯”联万物，“数”造世界。抢抓数字经济万亿级“风口”，
一个更大的计划已经启动。浦口高新区将以科创片区2.28平
方公里为核心，建设数字芯城，重点聚焦AI芯片及应用赛道，
打造数字赋能产业创新平台、数字场景示范应用先行区、数字
经济创新生态活跃区、数字城市魅力宜居活力区。

十年重整河山，这是一次别无选择的突围，也是一段苦尽
甘来的旅程。尤其是新区管理体制调整后的五年，浦口直面
经济总量、企业数量、空间存量同步锐减的现实，拿出背水一
战的决心，以产业的更新迭代换发展的精明增长。2021年，浦
口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90.48亿元，是2017年的1.6倍；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78亿元，年均增长19.6%；规上工业总产值
346.6亿元，年均增长23.3%。

产业兴则园区强。从2012年到2021年，浦口经开区一
路高歌猛进，在全省开发区中排名从第71位上升至第20位，
而在91家省级开发区中，浦口经开区更是从第38位跃居榜
首；浦口高新区由全市末位进击至中游，获评首批省级现代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集聚示范区。

江山多娇， 风鹏万里竞攀高

□ 本报记者 盛文虎 通讯员 陆浩 高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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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江北新区与浦口区在求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
凭吊先烈，这是短短一个月内，两区共同组织的第6场重要活动。
从招商引资到产业协同，从金融扶持到生态保护，两大板块一体
融合全面提速，一个产业实力更强、开放能级更高、发展后劲更足
的“大江北”呼之欲出。

回溯浦口十年发展，每一个重要事件，每一项重大决策，几乎
都与国家级江北新区密不可分。

2015年新区获批，作为重要产业承载地，浦口进入高速发展
期，各路资源纷至沓来。2017年，江北新区管理体制调整，GDP
总量已逼近千亿的浦口统一思想，扛起服务新区、融入新区的新
使命。2019年，自贸区南京片区设立，浦口1.4平方公里范围位
列其中，站上开放的最前沿。“二次创业”这五年，浦口顺势而为，
从功能定位到战略机遇全面升级，格局为之一新。

当江北新区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浦口再一次被委以重
任。今年5月，南京市委要求三年内全面完成江北新区和浦口一
体融合发展。浦口区委全会提出，拿出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用

“一家人”思维办“一家人”的事，提高预见性、把握规律性、发挥创
造性，更加主动承接新区辐射，更加充分借力新区发展。

“一家人”再团圆，浦口已经画好“五个一体”的蓝图——
产业发展一体谋划，浦口4条产业链将与新区“3+3”产业体

系深度融合。尤其是集成电路产业，通过建立协同发展联席会
议制度，形成互有侧重的产业分工格局。用好“双区叠加”优势，
协同推动制度创新，争取更多首创试点，探索建立招商信息共享
平台。

城乡空间一体打造，以国家级新区的内涵标准引领城市建
设，重点结合五桥沿线、浦滨路和南京北站等两区毗邻地带，开展
规划研究和城市设计。加快城南中心、桥林新城等重点区域规划
建设与新区紧密融合、高度适配，并把浦口美丽乡村作为江北新
区的特色空间倾力塑造。

基础设施一体建设，统筹城市布局和功能，构建互联互通、高
效实用、安全可靠的“大江北”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构建立体化
交通格局，探索以互相委托形式优化市政建设管养合作，推动各
类数字智慧场景优先在江北应用。

生态保护一体推进，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与新区在沿江生活、生产、生态等岸线功能上保持形象品质统
一。推动“河长制”有效对接，系统开展滁河、城南河等跨区水系
治理。以老山为核心加强周边片区文旅、休闲、康养等产业合作
布局。

民生服务一体保障。更加注重民生服务从各自发展向整体
协作转变，实施区域就业精准对接行动，集聚两区合力招引更多
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健全与新区在疫情防控、防洪排涝、道路运
输安全等领域常态化协作机制，共同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十年砥砺奋进，时间记录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十年求
变向新，江河见证了一场追逐梦想的接力跑。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拥抱新的时代机遇，浦口仍将保持战略定力，以滚石上山、人
一我十的拼搏姿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用现代化新浦口
建设的实际行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老山巍峨伫立，长江浩荡奔流。十年弹指
间，一座近郊小城的嬗变，折射出新时代的历史
性跃迁。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京市浦口区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在绿水青山之间铺展“强富美高”的激情
画卷——

集成电路、高端交通装备、人工智能和数字
经济、文旅健康“四链共舞”，产业高地快速崛
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院府合作、
集团化办学引来名医名校，五桥、地铁、隧道让
天堑变通途；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秀，城南中
心、桥林新城拉开建设框架，乡村面貌日新月
异；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成为文明新风尚，志愿
精神传遍大街小巷……十年间，浦口从望江而
叹到拥江而兴，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开辟新境界。

大笔如椽，写就非凡十年。而历史，总会记
住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2017年，江北新区管
理体制调整，彼时浦口以昂扬姿态喊响“归零翻
篇，二次创业”。今年5月，南京明确江北地区
一体化融合发展战略，浦口提出用“一家人”的
思维办好“一家人”的事。

全新的战略布局中，浦口豪情满怀，奔赴下
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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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口经开区集成电路设计大厦浦口经开区集成电路设计大厦 华天科技封测车间华天科技封测车间 依维柯焊装生产线依维柯焊装生产线 育秧新技术助力丰收育秧新技术助力丰收 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浦云路大桥成网红打卡地浦云路大桥成网红打卡地

新建成的保障房小区新建成的保障房小区

滁河两岸花海绽放滁河两岸花海绽放

春江十里风光如画春江十里风光如画

百里老山天然氧吧百里老山天然氧吧

浦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