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百姓稳稳的幸福改善民生，夯实一体化基本盘城乡同框，
全国黑莓、蓝莓“第一村”！白马镇石头

寨村的产业崛起与村里修起来的一条条路
是分不开的。

石头寨村曾经是典型的“经济薄弱村”，
“村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车子进不来，
怎么搞发展？”村干部们一筹莫展。

要想富，先修路。溧水将农村公路建设
与“致富奔小康”紧密结合，打造了一批有颜
值又便捷的农村公路。近年来，溧水区在全
域改扩建农村公路439公里，目前全区农村
公路总里程达1300公里，镇街与行政村之
间四级公路通达率100%，高标准农村道路
将259个美丽乡村有机串联，获评“四好农
村路”全国示范区。

石头寨村乘着这股东风持续壮大特色
种植业。2021年，全村“两莓”产业产值达
6500多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4万元，接
待游客量超过 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300万元。曾经的经济薄弱村，蝶变成为
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先后被评为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条条农村路，连接了城市和乡村，城市
打开大门，乡村日新月异，也让溧水这个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里有了更多丰
富的实践。

去年底，位于白马镇的南京利华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急需寻找一种甘蓝新品种，苦于
没有途径，公司负责人十分惆怅。得知企业
需求后，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现代农业
分中心通过平台发布企业的技术需求，很快
便促成企业与江苏省农科院达成合作，农科
院将甘蓝新品种“苏甘35”专利许可转让给
该公司用于农业规模化种植，解决了公司的

“种苗荒”。
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现代农

业分中心的成立，是溧水区建立科

技成果入乡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顶着“国
家城乡融合试验区”这块金字招牌，就要真
正打通城市缺乏应用实践、农村缺乏科研成
果的融合“堵点”，解决技术供需信息不匹配
的问题。

分中心构建了技术交易网上平台和技
术产权交易体系，同时建立了一支超百人的
技术经理人队伍，促进供需两端精准对接，
可为线上线下技术交易服务全链条提供确
权、挂牌、评估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截至今年9月底，分中心已汇聚南京农
业大学等10家高校院所科研成果资源，挖
掘了194条企业需求，发布80多条专利成
果，交易金额近3000万元，切实架起了一条
科研成果转化“高速路”。

城乡融合奏响“田园牧歌”。原来藏在
“深闺”中的田园美景成为人们向往的“诗和
远方”，从石臼湖畔的田姐家，到无想山中的
裸心岭；从南京首批新型民宿村山凹村到红
色李巷，网红民宿遍地开花。溧水连续两年
荣获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第一等次。

乡村面貌持续改善，城市品质也不断提
升。教育、医疗、文化、商业、交通等方面配
套投入力度大，城市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家
住万辰广场的居民汤树荣说：“在这里住了
快10年，见证了溧水的城市变化，现在下楼
就是公园，出门就有商场超市，街道整洁干
净，幸福感满满。”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服务至上，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这几年，越来

越多的企业扎根溧水，背后离不开好的营
商环境。溧水打造“溧刻办”服务品牌，坚
持“把现场作为比服务的考场”，把每一个
企业、每一个车间、每一个窗口的办事现场
作为考量营商环境的考场，第一时间助企
纾困，将政策和服务送到企业项目的现场。

一件事让南京常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经理陈冬冬印象深刻。南京常荣环境
科技项目是溧水区重大项目，将打造航空
航天环境可靠性研发产业化基地。由于种
种原因，公司取得项目规划许可证后，迟迟
未能申领施工许可证。

得知企业诉求后，溧水区行政审批代办
服务中心立即成立该项目代办专班，包括代
办员、窗口接待工作人员、审批人员等，当晚
就将证件办好，为企业送去一场“及时雨”。

这是溧水区“代办服务”全方位提档升
级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溧水区着力
打造“办事更高效”的一流政务环境，去年5
月，溧水出台《2021年重大项目代办服务清
单》，制定年度重大项目代办服务清单，建
立“先解决问题再说”代办服务协调推进机
制等举措，进一步优化重大项目代办服
务。目前，全区共有60多名代办员，变“企
业跑”为“政府跑”，从企业开办到竣工验收
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代办服务。此外，溧水
还拓展深化44个“一件事一次办”应用场
景，“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获全市推广，“亲

人身后一件事”获民政部批示肯定。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土地、人才

等要素的支撑，溧水出台的“腾笼换凤、筑
巢引凤、凤凰涅槃”三年行动计划恰恰印证
了这种观点，也是溧水营商环境再优化、再
突破的重要举措。

土地方面，资源越来越稀缺，提升产出
效率是必由之路。瞄准低效用地再开发，
在存量资源上产出增量价值，溧水在去年
完成1430亩低端落后企业处置的基础上，
2022、2023年再整理清退约4500亩低效工
业用地，到2023年底，将累计腾出近6000
亩工业用地。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溧水提
出要汇聚创新人才，不断增强内生发展驱
动力，实施“紫金山英才计划”，到2024年，
新增高峰计划人才3人，创新型企业家10
人，高层次人才120人，建成海外协同创新
中心 2个，实施外国专家计划 10个。到
2024年，全区各类技能人才达13500人，其
中高技能人才超700人。

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支持，在
优化营商环境上，溧水今年5月推出“溧刻
贷”系列金融服务实施方案，联合江苏省信
保集团等单位创新推出“兜底贷”“园区贷”

“创业贷”“知识贷”等，可为不同阶段的企
业提供100万元以下、100万元—1000万
元以及1000万元以上的融资服务。其中，

“兜底贷”为全省首创。

地区生产总值连跨8个百亿级台阶，历史
性地突破千亿大关，年均增幅达9.5%；营商环
境再优化、再突破，好服务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与
溧水有了更大“黏性”；城乡之间打破界限走向
融合，谱出一首首“田园牧歌”；老有所依，居有
所安，民生福祉实现更大飞跃……

十年砥砺奋进，多彩溧水精彩蝶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溧水全区上下牢记嘱托、砥砺前行，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强富美高”新溧水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立足新发展阶段，溧水坚定不移把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把创新作为
第一动力，瞄准省创新型示范区、省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等目标，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
资、营商环境、城乡融合、能力提升，努力在新征
程中创造新辉煌。

□ 本报记者 朱 泉

先来看这样一组数据——十年间，溧水地
区生产总值连跨8个百亿级台阶，2021年历史
性地突破了千亿大关，是2012年的近3倍，年
均增幅达9.5%……

溧水这个南京曾经的经济“洼地”如何补
齐短板、成功逆袭？强劲的发展势头，源于厚
重的产业积淀。风头正劲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正是溧水产业崛起的见证者。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短短几年间，新能源
汽车成为溧水第一大主导产业，呈现爆发式发
展。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主营业务
收入 205 亿元，同比增长 25.7%，生产整车
9036辆，同比增长93.2%。

开沃、比亚迪、长安等多家知名新能源汽
车整车企业纷纷落户溧水，带动了200多家核
心零部件企业在此集聚，形成一个覆盖上下
游产业链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系统。溧水
新能源汽车因此成为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地
标四大基地之一，成功入选国家火炬特色产
业基地，是溧水重点培育的第一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

前不久，位于溧水经济开发区的西门子数
控（南京）有限公司（SNC）新工厂正式投运，这
是西门子全球首座原生数字化工厂，也是西门
子在德国之外运动控制领域最大的研发和制
造中心。项目投运后，今年上半年营收位列全
区前列，一举成为溧水制造业的新星。

以西门子为代表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是

溧水区另一个制造业引擎，与新能源汽车、新
医药与生命健康、智能家居产业一起构成溧水
区四大优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制造业就是溧水
的发展之基、立身之本。近年来，溧水制造业
综合实力持续提升，成为南京唯一的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试验区。

2021年，全区规上工业企业509家，位居
南京第二，随着欣旺达二期、数控研发及生产
基地等48个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竣工投产，溧
水产值超亿元以上企业突破170家，新能源汽
车、智能装备制造等四条产业链全年主营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

溧水的产业进阶之路，也是一条“链上招
商”之路。在刚刚结束的南京金洽会上，溧水
共签约28个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291亿元，5
个跨境电商合作项目达成合作，涵盖新能源汽
车、新医药与生命健康、智能制造装备、智能家
居、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新朋友”的加入，将
会推动溧水制造业再上新台阶。

好消息不断传来。日前，新能源汽车、智
能制造装备、新医药与生命健康、智能家居、现
代农业、建筑房地产六大产业联盟集中成立并
授牌，各产业联盟将致力于聚集产业生态各方
优质资源，形成产业生态资源池，促进本地企
业互助发展。“跨界联盟不仅把大家集中起来，
形成合力共同研发，还可以扩大企业‘朋友
圈’，拓展新机遇。”溧水区相关负责人说。

自从住进了颐养中心，83岁的张秀兰再也没担心
过自己的养老问题。“这里的服务很好，有生活上的照
顾，也有医疗服务，对待老人像亲人一样……”

这是溧水区永阳街道刚刚投入使用的中建扬子
悦年颐养中心，一“开张”就相当火爆，30多位老人住
进了这栋1.1万平方米的“大房子”。

在这里，中心对老人实施分类管理和服务，根据
老人的自理能力水平，把他们分配到能力完好、轻度
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等不同区域，分类照顾，提
供完善的医疗诊治、康复治疗等医疗救治服务。

养老服务事关百姓福祉。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
速，溧水以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为导向，加快构建养老
服务体系，不断优化老年人基本服务需求，扩大优质
养老资源覆盖面，越来越多的老人和张秀兰一样享受
到了高品质的养老服务。

截至目前，溧水共建成养老机构20家，养老备
案总床位达5000余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38
家，日间照料床位1337张，家庭养老床位71张，总
床位达到5000余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48张，
提前实现2025年全省每千名老人养老床位超过40
张的目标。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发展经济就是为了更好地
服务民生，秉持这种理念，十年来，溧水算好每一笔

“民生账”，在如今“过紧日子”的基础上，最大努力保
障民生支出，民生福祉得到大幅改善。

上月初，溧水区白马社区居民张玉楠拿着面值70
万元的房票，在城区观岚久筑小区购买了一套商品

房，“小区环境好，生活质量高，政府推行的房票对我
来说真的太适用了。”

张玉楠口中的“房票”源自溧水区今年推行的“房
票”安置模式。为缩短过渡期，提高安置率，满足群众
多样化居住需求，溧水区在白马镇试点实行“房票”安
置工作。“所谓‘房票’就是房屋安置补偿权益货币量
化后的票据载体，是实物安置和货币化安置方式的另
一种补充，可用于在溧水区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或二手住房。”溧水区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选择“房票”安置方式，不仅能满足个性化住房需
求，还能额外获得面值10%的现金奖励，居民需在“房
票”出票之日起的12个月有效期内购房。据悉，截至
8月底，已签约的379套中，现金回购315套，“房票”安
置64套。

住有所居、安居乐业，蕴含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在溧水，还有贴心的民生服务，通过“交邮快”
乡村物流线路飞入寻常百姓家。偏僻乡村村民的快
递，搭载乡村公交车送到千家万户，打通农村物流“最
后一公里”，目前开通了蒲塘—陈卞村线路、孔镇—后
许线路、孔镇—大沟圩3条线路，日均处理快递约700
件。“推开门走两步就能到驿站，往后在家门口就能取
到快递了。”

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溧水区将在坚决做好
防疫情、保安全、守底线的基础上，全力稳住经济发展
大盘，全面扩大有效投入，持续集聚发展动能，切实改
善民生福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为全
市发展大局勇挑大梁、多作贡献。

高质量发展踏新阶产业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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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南京南部“新兴增长极”,大美溧水精彩蝶变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苏写新篇章苏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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