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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生实事用幸福刻度来丈量，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感受。
对市民吴方木来说，幸福就是家门口建起了高职园，儿女们

未来能在家门口上大学，不出远门就能享受好的高等教育。
在创业者芮有胜看来，幸福就是能有政策兜底，在企业遇到

困难时享受全额贴息贷款，顺利摆脱经营危机。
东坝街道东坝村村民黄小牙眼中的幸福是开门有树、入户有

花，美丽乡村建设切切实实改变了家乡的面貌，住在农村一点也
不比城里差。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党的十八大以来，高
淳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抓好基础类、服务类、保障类民生工
程建设，全力补短板、惠民生、增后劲，民生实事一件接着一件办，
统筹推进一年接着一年干。数据显示，高淳区每年民生投入在财
政中占比保持在75%以上，亮眼的数据，见证了高淳人幸福指数
节节攀升的铿锵步伐。

南京高职园里又有了新的“伙伴”加入。历时2年，苏州科技
大学天平学院高淳校区建设一期工程将在下月全部竣工，明年9
月预计迎来第一批新生报到。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2019年，南京市在高淳规划打
造南京高职园，吸引了众多高校的目光，几年间，成功引进6所高
校，改变了高淳境内无高校的局面。

过去的十年，是高淳民生服务最完善的历史阶段。从衣食
住行到游购医学，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新服务”带来的便利。
群众生活更有品质，上学看病更加便利，出行只需“一卡通”，购
物就扫二维码；一件件品牌商品“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场场文化
活动走进街道社区；周末度假、乡村舞台……到处刻着高淳的

“幸福印记”。
截至目前，高淳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35所，新增学

位19020个，高考中考成绩稳步提升，创成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区。区人民医院创成三级医院，区中医院、区妇幼保健院
完成迁建，新增省示范卫生院7家，实现标准化村卫生室全覆盖，
成为国家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试点区，获评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
进单位。累计新增城镇就业6.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省
定目标内。累计新增市级以上美丽乡村示范村和宜居村459个、
省级特色田园乡村15个，创成美丽庭院4.5万多户，成为全国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区。

高淳区委书记刘伟表示，将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大力实施生态立区战略，不断优化环境质量、培植生态
经济、释放绿色效益、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驰而不息，
久久为功，全力建设山清水秀、全域生态的美丽高淳，创新引领、
开放融合的活力高淳，产业集聚、高效发展的繁荣高淳，共同富
裕、和谐均衡的幸福高淳，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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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但过去的十年，对高淳来说，
是社会治理的“黄金十年”。

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区，高淳区群众安全感、法
治建设满意度一直位居南京市前列——这是十年来高淳交出的一份优异
答卷。

社会治理水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治理正面临新的挑战。破
题转型期的社会治理，高淳区先试先行，推出网格化管理，并不断织密“微
网格”，将全区划分成722个网格，配有1800余名网格长、网格员，下沉到
基层各个角落，提高社会治理精准度。

社会治理的主体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充实“微网格”力量，必须激
活基层治理中的每一个细胞。高淳将综合执法、党建、诉源治理等部门工
作和力量优化整合、融入网格，与基层一线结成“治理合力”，在防疫、反诈、
文创、纠纷化解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织密“微网格”，高淳大地上有了很大变化——
人员底数更清楚了。淳溪街道栗园社区第8网格网格长孙凯华定期

会上门走访，在心里默默记着网格内居民的情况，谁家搬家了、谁家漏水
了、谁家娶媳妇了，人员摸清楚了，服务才能跟得上，社情民意通畅了，群众
的诉求才能真正解决。

群众变成了治理力量。创新性成立“3+X公众参与小组”，人人参与
到基层治理当中，更多的与群众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日前，城区内某段路由于年久失修，破损坑洞严重，影响市民正常出行，公
众委员发现这一问题之后，第一时间组建“3+X公众参与小组”，通过设立
意见收集箱、上门走访、问卷调查等形式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发现问题
组织例会进行讨论并组织上报提案，经过各级公众委员的努力，该道路改
造出新项目已被列入2022年度区级精细化建设项目进行建设。

前不久，东坝街道青枫村网格员张钱龙发现村里有流浪狗，随即发起
“网格吹哨”——上报该事件，东坝街道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迅速调度派
遣，联合派出所进行处置。

这是高淳区“城市大脑”工程的现实版应用。社会治理不光要靠人力，
也得靠“智力”。2020年11月起，高淳率先推动“一网统管”工作，正式筹
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加快“城市大脑”治理应用。组建区、镇两级社
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汇聚公安民警、综合执法、网格员三支队伍信息，整
合区信息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指挥中心、12345热线
等机构的职能和力量，服务群众生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科技赋能让社会治理更智慧。通过指挥中心实时调动人员，将社会治
理的“触角”延伸到城市每个角落，高淳区域内的信息，都能被监测，也意味
着每一个困难和险情发生时，都能第一时间得到处理。

公共安全体系更加完善，诚信体系更加健全，社会公众安全感保持省
市领先……高淳这十年，蹚出了一条智慧化、全覆盖、共受益的基层社会治
理新路子。

如果能给大自然标上价格，那么高淳绝对称得上“富矿”，有以“绿水
青山”为代表的高质量森林、草地等，不仅有巨大的生态价值，也是经济
财富。高淳在全国首个发布县域GEP核算体系，“无形”的绿水青山得到
了“有价”衡量，美丽生态从此有了数据支撑。

显而易见，最先拥抱这笔财富的，还得数固城湖螃蟹。
固城湖全域隶属高淳，水质优良，十分适合水产养殖，是江苏省淡水

鱼类重点生产基地，也是江苏省内生态保护最好的十大湖泊之一，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优质的固城湖大闸蟹。靠水吃水，上世纪90年
代，聪明的高淳人念起了螃蟹养殖的“生意经”，效益可观。

22年前，首届江南高淳螃蟹节举办，从此开启高淳螃蟹产业发展的
“新时代”。目前，高淳创建了全国第一家国家级河蟹生态养殖标准化示
范区，推动了全国河蟹健康生态养殖的发展，河蟹养殖规模达21.58万
亩，年产量1800万公斤，产值超23亿元。

9月底，随着第二十二届中国·高淳固城湖螃蟹节的开幕，南京固城
湖螃蟹市场再次迎来交易旺季。从夜晚到白天，一筐筐鲜活的螃蟹打包
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从田间蟹农到门市老板，近10万农户“镶嵌”在螃蟹
产业链上，丰收季节每个人的脸上挂满了笑容，螃蟹成为当地名副其实
的富民产业。

岂止是螃蟹，美丽生态催生出的旅游产业同样让老百姓们吃上了
“生态饭”。

坐着“海上列车”S9号线，一路穿行过石臼湖“天空之镜”，“落霞与孤
鹜齐飞”的场景瞬间让人魂穿唐代的那个傍晚。往终点站高淳站开去，
吹一吹固城湖的微风，领略国际慢城的“慢生活”，走一走高淳老街的青
石板路，看一看孔子游过的游子山……高淳最让人心驰神往的，就是远
离喧嚣与嘈杂，回归大自然，让身心沐浴在秋色晨曦和泥草清香交融的
乡野里。

生态就是生产力，好生态同样可以“富口袋”。2017年，高淳制定全
域旅游总体规划，全区将以东部“山慢城”、中部“文慢城”、西部“水慢城”
为核心的“大慢城”建设，把全境打造成没有边界、没有围墙、居旅相宜的
田园式大景区，营造出“城在园中、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氛围，还新建
了枕松酒店、开元芳草地等一批知名民宿，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高淳实现旅游收入162.96亿元，旅游接待达
1303万人次。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桠溪街道蓝溪村最先端稳“生态碗”，
村里打造的精品民宿在这个暑假迎来一波持续的游客高峰，最亮眼的当
数以“生态定价”，把清新空气、优美环境等生态要素纳入民宿定价范围，
不仅没让游客反感，反而成为当地好生态的“活字招牌”。

如今，蓝溪村村民人均收入从10年前的70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2
万多元，民宿经营户年收入更是达到人均6万多元，“绿水青山就是村里
人的致富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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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淳“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这样的产业发展方向——以高
效、低碳、环保为导向，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尤其要重点打造新医
药与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汽车零部件等新兴产
业。字字句句中透露出绿色发展的理念，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

彼时的高淳还是南京市产业版图上的一块“短板”，但好生
态却是远近闻名，既要走出“产业洼地”，又要保持“生态高地”，
布局生命健康、高新技术等绿色产业成为高淳的不二之选。一
根细小的医疗器械合金管，就是高淳产业转型的见证者。

在南京友德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一根根直径0.3厘米的镍
钛合金管被加工成各类医疗器械产品。尽管受疫情影响，公司
1—5月的销售收入仍然达27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
几公里外的南京一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9年来，深耕重症
监护室医用耗材研发细分领域，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
一度达到70%。

经过3年布局、深耕，高淳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表现亮
眼，已成为高淳经济发展的全新增长极。截至今年8月，高淳区
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相关企业总数1668家，其中生产型企业
90家、总部经济企业1472家、新建在建企业49家、新签约项目
27个、“四医”企业30家，上半年产业链总营收约为107.77亿
元、同比增长53.7%。

事实上，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仅仅是高淳布局产业链发
展上的其中一环，区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批特色优势突
出、功能定位清晰、集聚效应明显、辐射带动力强的主导产业。

立足实际，高淳区委区政府将新医药与生命健康、汽车零部
件、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确定为四大主导产业。发展绿色产业，
高淳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牵引发展提速换挡，2021年，高
淳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60.24亿元，同比增长9.2%，是2012年
的1.54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04亿元，是2012年的1.96倍。

促发展、提质效，必然少不了营商环境这一关键环节。在当
前错综复杂形势下的区域竞争中，不再是单纯比拼政策优惠、要
素供给等，而是看有没有留住企业的一流发展环境。产业底子
薄弱的高淳为何跑出发展“加速度”，最大的诚意、最好的服务态
度就是答案。

“挂图作战”、区领导挂钩联系、问题24小时解决、重点项目
服务专员全天候跟踪……在高淳区，把更“优”的服务融入项目
建设的全周期已经成为共识，服务更精细，项目就能早一天落
地。

把脉问诊，对症开方。高淳区针对省、市重大项目按照“一
个项目一个工作专班”搭建服务集群，强化团队协作，精准提升
服务效能。围绕项目建设急需的用地、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
创新保障措施，确保项目有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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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城湖螃蟹固城湖螃蟹

高淳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高淳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

开办开办““一件事一件事””等联办专窗等联办专窗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苏写新篇章苏写新篇章

悠悠岁月，山水高淳。南京的最南端，近800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涌动着40多万人的幸福和喜悦。

这是高淳最好的十年。产业兴旺，四大主导产业稳步向
前，牵引发展提速换挡；人民安居乐业，富民产业让百姓过上
幸福生活，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民生事业有了更多保障，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切实回应；社会治理井然有序，
“城市大脑”叠加700多个网格，厚植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生态，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这也是高淳最美的十年。来了就不想走的地
方，是对高淳好生态、好面貌最真实的描述。山水
环境是高淳的清秀底色，历史传承是高淳的独特
印记，风景和文化的馈赠在高淳交织成独特的
“诗意人间”，人们在绿水青山间创造出无限的
“金山银山”。

十年辉煌，如椽巨笔写不尽非凡巨变。高
淳，南京南部这座江南小城，正洗尽铅华，绽放
出最美好的模样。

□ 本报记者 朱泉 通讯员 蔡伟 刘莉

非凡十年高淳印记
■2012年
高淳建筑业首次跨入中国“建筑之乡”行列。

■2013年
高淳撤县立区。

■2014年
举办2014南京青奥会武术赛事;

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区”。

■2015年
桠溪慢城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举办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现场会;

首届高淳国际慢城马拉松赛开赛。

■2016年
攻坚克难，战胜超历史洪灾。

■2017年
南京地铁S9号线开通试运营;在全市首批成立

区行政审批局。

■2018年
高淳人民医院被评为三级综合医院:成功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成为全国工业百强区。

■2019年
建立南京医疗器械产业园;

正式启动建设南京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园;

在全省率先获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成为

新一轮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

■2020年
现代农业产业园创成国家级产业园；

率先发布全国首个县域GEP标准化体系;

溧芜高速全线通车;

成为全国工业百强区；

成为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百强区。

■2021年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落户试运营;

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建成投运;签约首个百亿产业项目;

成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高淳区获评“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2022年
南师附中高淳校区建成投用

获评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优秀”称号;

交通规划新布局,宁宣城际铁路设立高淳站;

宁宣高速高淳段建成通车。

鸟瞰秀美山村鸟瞰秀美山村企业复工复产企业复工复产高淳汽车零部件产业链蓬勃发展高淳汽车零部件产业链蓬勃发展南京医疗器械产业园南京医疗器械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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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生态底色,绿色之城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