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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新优势

裁剪、挂片、合面肩、充绒、拼块……在波司登
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一件成品羽绒服要历经超过
150道工序，借由自动化设备，其中超过一半的工
序可依靠模板和自动化完成。波司登独立研发的
服装智能制造系统，实现了从原材料入库到自动
裁剪、零件缝制、自动充绒、吊挂组装、自动分拣再
出厂整个生产质量全过程的数据采集、分析、预警
和决策，在极大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产
品质量。

从当初的手工缝制到如今的自动化生产，从
大家口中“爸妈穿的羽绒服”到如今的“时尚单
品”，波司登的变迁恰恰折射出常熟服装产业从昔
日“马路市场”到如今实现超千亿销售额的蝶变。
服装产业的崛起与兴盛，奠定了常熟经济发展的
实体优势，但常熟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在这十年
间把握产业发展态势，抢抓外向型经济发展，形成
了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纺织服装三大千亿级
支柱产业。

从市区一路向北，来到“碧溪之路”发源地、现
今国家级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这里的产
业结构曾经以纺织服装、轻工机械为主，转型为发
展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尤其是在
奇瑞捷豹路虎整车项目落户后，书写了服装城向
汽车城转型的故事。如今，这片热土又联合南京
大学、中国声学学会等共同打造“苏州·中国声学
创新谷”，培育声学产业创新集群，为建设更高品
质“江南福地”提供新的支撑。

服装城、汽车城、声谷……这十年，常熟的产
业版图可谓“层峦叠嶂”，实体经济含“新”量越来
越高，催生了一个个值得称道的发展现象。

“新”来自于创新。十年来，常熟科技经费保
持年均15%的增速，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
3.74%，居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前三，获评全国
首批国家创新型县（市）、“科创江苏”试点县。

锁定创新，常熟不断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
在“三大支柱”产业中，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
纺织服装规上产值占比分别由2016年的14.7%、
15.4%、20.7%调整为 2021 年的 20.6%、23.4%、
11.4%。202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672亿
元，工业总产值达4632亿元，新兴产业产值达
2084 亿元，较 2012 年分别增长约 42%、37%、
39%，综合实力一直位居全国百强县市前四位。

实体经济不断焕新，一手靠的是科技创新，另
一手则是存量更新。

面对开发强度偏高、资源瓶颈约束、资金储备

紧张等因素制约，常熟认为唯有抓好存量更新改
造，才能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常熟创新性地
推出“一图一表”工作方案，配合利益补偿机制，对
存量空间实施拆旧复垦和原地盘活，推动建设用
地指标在各板块之间流动，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
量，不断促进要素资源向优势地区集中、向优质项
目集聚，着力构建资源效率高、配置效益优的空间
布局。近三年，常熟累计盘活存量建设用地3.3万
亩，重点开发片区已集中未开发利用土地44.6平
方公里、占常熟全域未开发面积的3/4，获评全国
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市。

织就城乡共富“双面绣”

9月23日，蔚蓝天空下，蒋巷的农田里涌动着
金色的麦浪。现代化机械设备驶入蒋巷村的良
田，一茬茬水稻卷进机器，一颗颗金黄的稻粒涌入
粮袋。“今年1200亩有机水稻田的产量预计能到
40万斤！”蒋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蒋玉英站
在田头满心欢喜地说。农业丰收，村集体经济也
在节节攀升。2021年，全村“三业”经济总产值10
亿元，村级总收入3005万元，村集体净资产3.6亿
元，年旅游收入超千万元。村民得到的分红自然
也高了，目前，蒋巷村村民人均年收入6.05万元，
其中人均社区股份制分红1万元。

这十年，常熟百姓富裕程度大幅跃升。2021
年，常熟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325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986元。这十
年，不仅百姓的收入涨了，常熟的公共服务也越来
越均衡，“富”的成色愈加饱满。

在342省道常熟东段改扩建工程工区内，大
型机械巨臂挥舞，工人们干劲十足，数根立柱已经

“拔地而起”。342省道常熟东段改扩建工程，将
打造一条常熟城市“高架”快速路，推进常熟东部
片区内联外畅。

这十年，常熟所建高架总里程超过70公里，
在全国县级市中排名前列，“环射衔接”的快速路
网体系初步成型；这十年，常熟通了高铁，109列
高铁班次，接入长三角轨道网，与20多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167个车站实现直达；这十年，常熟织
密了三级公路网，共有2085公里，约占全市公路
总里程的85.7%，1039个“组团式”村庄全部通达
等级公路。

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仅因为交通
更便捷了。常熟把民生幸福作为发展的根本目
的，不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一条生态步道环山而建。常熟建成的23公
里虞山生态步道，集生态、文化、旅游、休闲、健身、
智慧等功能于一体，成为市民休闲健身好去处。

“15分钟医保服务圈”将实现全覆盖。在这
里，参保登记、参保信息查询、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异地就医备案等30项医保服务事项可实现一站
式办理，老百姓办事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

一系列文体活动密集推出。常熟图书馆馆藏
总量达170万余册，给喜爱阅读的市民提供了一
个好去处；江南文化艺术中心建筑面积达2.1万平
方米，拥有席数超1300个的多功能艺术大剧院常
年举办高品质文艺演出；每年举办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等重大赛事。

常熟直面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统筹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切
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让老百姓生活一
年更比一年好。

描绘“山水城”诗意画卷

漫步常熟市古里镇琴东村军墩中村北自然村，
入眼之处皆是美景，清澈洁净的河道边绿树成荫，
宅前屋后清爽整洁，游园步道设施齐全，一改之前
村庄杂乱无章、村道狭窄、架空线凌乱的模样。

不仅仅是琴东村，整个常熟都在下大力气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2020年，常熟启动实施了“千
村美居”工程，持续推进环境优美、充满活力、和谐
有序的新时代乡村建设，使全市农村成为提升常
熟城市能级的生态“后花园”。近3年来，常熟累
计完成投资约32.7亿元，完成2703个村庄改造，
惠及农户10.4万户。“千村美居”工作连续两年获
评“苏州十大民心工程”。

从尚湖的“退田还湖”到“虞山恢
复满山碧绿”，再到“昆承湖生态修
复”，常熟深刻领会敬畏自然、珍爱自
然、保护自然的道理。这十年内，常熟
在山、水、城浑然一体的城市基底上，
年复一年地精雕细琢，每年都投入巨
量资金和工程量，实施一批各具特色
的生态保护示范工程，生态魅力不断
彰显。

漫步铁黄沙，从彩虹步道经木栈
道徒步至观鸟台，便可远眺壮阔瑰丽
的长江美景。铁黄沙原本是常熟
境内长江滩地上的一个沙
洲，由长江泥沙冲积而
成。一度被规划
建设为物流岛
的铁黄沙，在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战
略导向提出后，
实现了定位的
大变化，打造集
生态、旅游、休
闲、度假于一体
的 长 江 生 态
岛。两年封闭
保护后，铁黄沙
已形成3000多
亩绿化带，内部区域
植被覆盖率超过95%。昔
日无人问津的铁黄沙，如今已
然成为常熟的一处“网红景点”。

“改头换面”的，还有城中的
琴湖。十多年前的琴湖，湖边
满是农田、菜地、鸡圈鸭圈，还
有渔民聚居在此、围网捕鱼。
真正的改变发生在2020年。
这一年，琴湖片区开发项目被
评为常熟唯一省级滨湖美丽宜
居街区塑造综合类试点项目。
常熟依据湖泊保护规划与“一
湖一策”方案，对琴湖周边进行
生态护岸建设，清除湖底淤泥，
建设湖滨湿地带，沿琴湖岸线新
建景观桥、观光道路、亲水平台、木栈
道等休闲旅游设施，提升琴湖及其岸线的调
蓄、生态、景观功能。如今，这里已经是设施齐
备、生态宜居的“琴湖会客厅”。

时光流转，城市格局在变，但“绿色”始终是常
熟的鲜明底色。常熟也因此相继获得国际花园城
市、国家生态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
湿地城市等称号。

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共融

常熟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264平
方公里土地，每一寸都浸润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从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偃、“元四家”之一的黄
公望到“两代帝师”翁同龢、五代藏书楼主瞿氏，
这里堪称人文荟萃、灿若群星。尤其是常熟的书
香文化，在中国藏书史、学术文化史上都具深远
影响。

去年6月，常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地方文
献丛书——《常熟文库》面世。这部历时3年编辑
而成的皇皇巨著，记载并反映了常熟人文、社会和
自然的发展变化，是对常熟地方文化的全面总结，
是江南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灿烂的江南文化不仅留存在浩瀚的典籍中，
还在虞山中，虞山琴派、虞山诗派、虞山画派、虞山
印派享誉世界；还在非遗中，常熟红木、花边等非
遗文化是“苏作”工艺的典型代表；更在文化遗迹
和历史建筑里，常熟修缮了常熟文庙、言子旧宅
等，让江南重要的文化地标重现历史芳华。

这十年，常熟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愈发彰显，
现代文明也融入了每个角落。

来到常福街道小义村归城区域，满目皆是典
型的江南水乡美景。沿着步道向村子深处走去，
会发现路旁的树坑里有一个破旧的轮胎，下面还
压着一张白纸，纸上写着：“不要种这里，我自己种

棵别的树。”“最近，我们和村民商定要在步道旁种
一些树，但具体种什么树，让老百姓自己定。”小义
村党委书记殷文元笑着说，村民的事情就要跟村
民商量着办。

小义村村民直接参与协商，在常熟并非个
案。在常熟，各个村庄因村制宜形成30多种村民
自治好方法，成为城乡文明的生动写照。

2017 年，常熟入围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
2020年，常熟高分摘得全国文明城市“两连冠”，
获中央文明办通报表扬。今年，常熟在争创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的新赛道上继续发力。

丰富双拥模范城市内涵，创新探索慈善拥军
新路径，打响“沙家浜”拥军品牌；坚持不懈普法，
群众安全感保持在98%以上，成为全国唯一普法
先进“七连冠”县市……一项项荣誉，叠加起这座
城市社会文明的新高度。

这十年，常熟以务实低调求实效的姿态，让
“江南福地”的城市名片更富内涵、更加靓丽；有理
由相信，下一个十年，更高品质“江南福地”的现实
模样将在常熟加速呈现。

在十年非凡成就基础上抢抓苏州市域一体化发展新机遇在十年非凡成就基础上抢抓苏州市域一体化发展新机遇

阔步迈向更高品质阔步迈向更高品质““江南福地江南福地””常熟常熟

非凡十年，非凡成就。
如果想找一个“取景框”观察这极

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十年，全国县域发
展排头兵常熟无疑是合适的。

江南福地，常来常熟。
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既道出了人

们对常熟的憧憬，也凝炼了常熟这十年
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里，“三年超千亿”
工业投资支撑下的经济发展更富活力；
“劳有丰得、住有宜居、老有颐养、学有
优教、病有良医”的百姓福祉更有质感；
“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
山水之美更加彰显；“道启东南，文开吴
会”的文化浸润让这片土地更具魅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常熟坚持集中精
力抓发展，着眼长远提能级，用心用情
惠民生，统筹协调强治理，经济实力、民
生事业、治理水平实现全面提升，努力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如今的常熟，蓝绿交织、山水相
依，“江南福地”上演了一场十年蝶变。

站上新起点，奋进新征程，常熟正
抢抓苏州市域一体化发展新机遇，勇担
新使命、实现新作为，阔步迈向更高品
质“江南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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