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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枢纽优势
写好“外联”“内聚”两篇文章

位于苏州市域地理中心的相城，是苏州大市范
围内“沟通南北、联动东西”的重要枢纽。在更大的
坐标系中看，国家“八纵八横”大动脉京沪线和通苏
嘉甬在相城交汇，苏锡常城铁和如苏湖城铁穿越高
铁苏州北站，4条线路共同形成“黄金双十字”。

根据今年8月苏州市委工作会议部署，苏州
要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更加积极主动落实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和江苏省区域协调发展部
署，既做好“外联”的文章，往东西南北拓展战略空
间；也做好“内聚”的文章，从四面八方往主城汇聚
发展合力。

独特的地理区位和交通枢纽优势，加上超前的
谋划和布局，让相城在“外联”“内聚”这两篇文章
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在“外联”文章中，相城利用高铁苏州北站这
一平台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频频在
国家战略中“出圈”。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一核
两带”功能布局中，相城成为北向拓展带上的最大
亮点之一。

在“内聚”文章中，相城牵手苏州工业园区，在
漕湖之畔率先启动苏州首块“市内飞地”——苏相
合作区的建设。2020年4月，苏相合作区开启实
体化运作。两年多来，苏相合作区在项目建设、机
制创新、配套服务等领域全面发力，把发展规划一
步步从纸上落到了地上。

今年8月以来，相城又先后与常熟、姑苏、高新
区等板块建立合作机制，共同助力苏州市域一体化
发展再提速——

8 月 12 日，相城与常熟签署协同发展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区域党建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毗
邻区域协作框架协议，以及交通、水务、文体和
旅游等部门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共建项目等，
双方将推动基础设施、产业联动、生态环境、城
市管理、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的统筹协调和优
化配置，着力构建资源高效集约利用、空间布局
整体优化的多赢局面，共同拓展苏州南北向发
展空间的战略纵深。

8月19日，相城与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区、姑苏区举办协同发展签约仪式，先后签署协同
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以及规划编制、城市管理、道
路交通、文化旅游、便民服务等高质量发展结对共
建项目和毗邻区域合作备忘录，今后将共同推动两
地联动发展和“缝隙填补”，在空间布局、城市管理、
道路交通、文化旅游等方面开启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新阶段。

9月17日，相城与苏州高新区协同发展签约仪
式举行，签署两地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毗邻区域
合作备忘录等，今后双方将围绕交通运输、产业协
同、文体旅游、政务服务、城市管理等领域开展全方
位合作，共同推动两地空间重构、资源重组、品质重
塑，加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可以说，相城与周边板块的密切合作，是
对苏州市域一体化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诠释
和生动实践。而坐拥高铁苏州北站的高铁新
城，是相城“外联”“内聚”两篇文章中最为精彩
的一笔。

根据规划，相城将加快建设高铁苏州北
站，持续深化站城融合 TOD 综合开发设计和

“四网融合”等交通规划布局，最大程度放大枢
纽优势，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重大基础设施、
重点产业项目、重要城市功能载体向高铁新城

集聚，积极探索推进楼宇
经济、总部经济、创新经

济，尽快形成中心城区形象，
将高铁新城打造成为苏州市

域一体化的重要支点，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

瞄准“关键增量”
踏浪高歌数字化浪潮

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2022年国家火炬
特色产业基地名单，相城高新区数字金融特色产业
基地榜上有名。这是本次苏州唯一入选、相城首个
独立获批的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该基地以建设数字金融特色产业创新高地
为目标，致力打造“股权投资基金集聚区”“金融
科技创新示范区”和“现代金融服务样板区”，着
力构建“相城特色、苏州示范、国内领先、国际一
流”的数字金融创新示范体系，奋力争创国家级
数字金融产业集聚区。目前，基地已集聚数字
金融企业 589 家，其中包括腾云天下、泰丰文
化、相城区块链科技等 11家骨干企业；并拥有
君联、天壹资本等产业基金169只，产业总规模
达到1272亿元。

近年来，相城把数字经济作为转型发展的“关
键增量”，深入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
数字金融、先进材料、智能车联网等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发展，形成首批苏州市级支持打造的产业创新
集群。踏浪高歌数字化浪潮，相城展现出非同一般
的雄心和决心。

作为后起之秀的相城，究竟为何会锁定数
字经济这条新赛道，并如此笃定地投入其中？
事实上，这是相城人超前谋划和深思熟虑作出
的选择。

在相城人看来，由于过去产业底子较为薄弱，
走老路发展传统产业并不占优势，要将“沟通南北、
联动东西”的区位优势和坐拥高铁苏州北站的交通
优势真正转变为发展优势，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
赛道。在与周边地区探索产业协同发展的过程中，
相城逐渐确立了把引育数字经济产业作为主攻方
向的新路。相城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机遇，一手“做减法”腾退旧动能，一手“做加法”培
育新动能，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产业配套和日趋
优化的产业生态。

正是看中这一点，“曹操出行”全国总部于今年
9月在苏州高铁新城开业，并同步发布专车升级、
Robotaxi、数字人民币以及碳积分兑换等项目。

“曹操出行”CEO龚昕说，“曹操出行”将依托相城
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科技
共享出行服务平台。这两年，相城在智能车联网领

域不断加码，集聚了上下游企业近百家，涉及智能
驾驶技术解决方案、整车、雷达、测试、地图等30余
个细分领域。

这样的事实表明，选对赛道，才能实现弯道超
车。目前，相城已集聚数字金融、智能车联网、工业
互联网、区块链、能源互联网、数字文化创意等数字
经济企业超3000家，先后获得省级数字金融产业
集聚区、省级车联网先导区、省级数字交通示范区
等称号，彰显出数字化发展的强劲活力。特别是，
作为全国首批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地区，相城区已
累计建成129个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实现23个
场景全国首创。

回应百姓期盼
让优质服务触手可及

“十年前这里还没什么建筑，只有座‘孤零零’
的高铁北站。如今这里高楼林立、交通便利、商业
成熟，生活配套越来越完善了。”紫光数码（苏州）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石柱，是最早一批决定在高铁
新城创业的技术人才。这十年间，他的事业版图不
断扩大，也见证着这座新城的不断崛起。

从“只见高铁不见新城”到名副其实的“高铁新
城”，对企业来说，这种变化带来的一大直观感受
是，招人特别是招聘年轻人比以前更容易了。

这两年，随着产业发展不断提速，高层次人才
加速集聚相城，对公共服务配套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城市更新与产业发展同样急迫、同样重要。
相城人早早地意识到这一点，提前开始谋篇布局。

聚焦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城坚持“以人
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全链条推进主体功能片区
的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高水平治理，着力提升
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优质供给——

看教育。相城积极引进国内外高端教育资源，
加快提升教育水平，全力冲刺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示范区。去年以来，苏州荟同学校、伊顿国际
幼儿学校渭塘校区、相城区诺德学校、苏州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高铁新城实验幼儿园、苏州大学第
二实验学校（中学部）等一批优质学校涌现。

看医疗。相城加快创建三甲医院，推进分级
诊疗和医联体建设，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有好
医院、好医生。早在2019年，相城区政府就与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达成合作，以相城人民医院
为基础，合作建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并探
索建立“中山医院+相城人民医院+基层医疗机
构”的“1+1+N”医联体模式。相城人民医院成功
建成三级综合医院，现有市级重点专科5个、区
级重点专科23个。

看文化。相城精心打造非遗文化名片，因地制
宜推进太平、陆慕、黄埭、北桥等古镇老街有机更
新，加快创建北太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做优做美大
运河苏州段吴门望亭“第一印象”，打响“魅力新江
南”相城品牌。这几年，苏州第二图书馆、苏州市第
二工人文化宫、苏州市国际会议中心等一批市级文
化新地标先后落户、签约。

这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枢纽中心的出行更通
达、绿色低碳的基底更厚实、宜居生活的成色更饱
满，共同绘就一幅近悦远来、美美与共的新蓝图。
可以预见，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老相城”，还是来自
五湖四海的创业者，都将更乐意在这片热土上安
居乐业。

日前，苏州市委常委会专题调研
相城工作，为相城下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目

标、指明了新路径：加快高铁新城建设，打造
长三角区域枢纽中心；把相城区建设成为继苏州

工业园区之后又一个现代化高科技中心城区。
打造“双中心”，是苏州市委赋予相城的光荣任务和

使命，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城又一次蝶变跃升的重要机
遇。连日来，相城全区上下迅速行动，各板块各条线围绕会议

精神、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展开热烈讨论，掀起了一轮“聚焦双中心、
建功新征程”的奋进热潮。

围绕“双中心”目标，相城提出，要把苏州高铁新城打造成
为发展的“坚强内核”，把数字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增量”，把群众期盼作为各项工作的根本落脚点。相城区
委书记沈志栋说，相城将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理区位优
势和交通枢纽优势，主动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格
局，在更大的坐标系中找准新定位，以高水平
建设现代化高铁新城为起点，开启相城建
设成为苏州新的发展中心的时代征程，
朝着“双中心”的目标奋勇迈进。

相相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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