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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回顾过往精彩时
刻，给予人们深刻的启迪。

8月底，张家港举办首届发展大会，向
海内外展示建县（市）60年来的发展成
果。在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60年奋发图
强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张家港在搏
击浪潮中奋勇争先——

拼来了更具实力的全国百强县（市）前
三名位置，展现了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民
生幸福模样，彰显了别具沿江风情的美丽
宜居示范，构筑了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的文明善治高地……全力谱写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的张家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
略，在新时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历
史性成就，努力让“强富美高”宏伟蓝图在
港城大地展现出生动的现实图景。

十年磨一剑，而今谱新篇。张家港市
委书记韩卫说，踏上新的赶考之路，张家港
将立足60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拼搏奋进，
争先率先，加快调高调轻调优产业结构，奋
力打造综合协调的县域现代化典范之城，
让“张家港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华彩，为苏
州发展大局挑重担、扛重责。10月7日，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张家港召开“加压冲刺
四季度、奋勇夺取全年胜”工作推进会，动
员全市上下全面振奋起来、迅速行动起来，
鼓足“挑重担、扛重责”的精气神，锁定全年
目标不动摇，拿出决战决胜的姿态，加压奋
进、拼抢冲刺。

时代再次给予张家港新的舞台，也期盼
这座始终立于潮头的城市给出精彩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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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强”的实力更硬

港城这十年，就是厚植“经济强”的实力，让创新
活力竞相迸发、产业结构日益优化的十年。

9月，默克半导体一体化基地项目奠基开工，投
产后将年产半导体前驱材料165吨；本届发展大会
上，145个项目签约，总投资847.6亿元；6月，采埃孚
汽车零部件新项目落户，承载着集团“下一代出行”战
略；大族激光华东区域总部基地开工，建成后产能将
达大族激光总产能的60%至70%……今年以来，一
批重大项目的落户开工，见证了张家港的活力，也延
续了这座城市的精彩。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张家港以敢为人先的进
击者姿态，主动融入新的发展格局，全力拼抢新的发
展机遇，在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赛道”上，跑出了发展
新速度、新风景。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过3000亿元大关，稳居全
国百强县（市）前三名；42家“世界500强”在此投资
设立67个项目，9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有高新技术企业852家、规上工业企业1470家、
外资企业1068家、上市公司30家……这份沉甸甸的
成绩单，既是过去十载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也是张
家港现阶段综合实力的最佳证明。

“经济强”是“强富美高”的首位要求。何以图
强？张家港的回答是——唯有创新。十年来，张家港
率先推出“厅市会商”“局市会商”“产学研预研资金”

“创新驱动发展（张家港）指数”“企业创新积分制”等
一揽子创新举措，致力打造新时代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的全国县域典范。其中，于2020年成立张家港市
委创新委员会，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领先全国县（市）成立的创新委员会，由张家
港市主要领导挂帅，从顶层设计出发，构建起“一把手
抓创新”的工作新格局。委员会定期召开
创新委会议、创新工作例会，
及时解决创新发展的
重点难点问题，

用科技创新
与制度创新
的“ 双 轮 驱
动”，提升区域
创新合力。正因
为一以贯之抓创
新，今年8月，张家
港入围国家首批创新
型县(市)，跻身全国县
域创新第一梯队。

强大的创新能力，不仅
成为港城的鲜明标识，也为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
能。立足现有基础，着眼未来增
量，张家港重点培育“4+4”产业链，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
布局产业链，用创新提升产业“含新量”，
推动产业价值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如何让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更加强
劲？张家港把科技招商作为“一号工程”，使之成
为推进创新的又一具体举措。围绕八大产业链，张
家港重点招引一批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并把人才项目作为重中之重，力争年内引进科技招商项目
1000个，用项目增添产业“含金量”，打开轻装上阵、转型升
级的全新空间。

与此同时，张家港还把“数字化改造”当作动能转换的
重要引擎，推进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化提
升，实现降本降耗降碳的同时，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百姓富”的成色更足

港城这十年，就是夯实“百姓富”的成色，让致富之路
越走越宽、民生保障越来越优的十年。

经济强了，并不意味着自然而然就带来了百姓富、就
有了民生获得感的提升。事实上，民生工作面广、量大、头
绪多、周期长，如果没有“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
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做”的精神与毅力，就很难交出
令百姓满意的民生答卷。

这十年，张家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像抓
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
任务”。随着一个个富民举措不断实施、一项项创新探索
不断涌现、一座座民生高地不断刷新，百万港城人“富”的
成色更足了。

金秋十月，永联村永联小镇广场上，标志性雕塑“金手
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靠着“创造之手”，永联人缔造了
一个闻名遐迩的“明星村”，未来也将依靠“共建共享之
手”，铺就通往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百姓富，农民必须富。一直以来，张家港是“三农”工
作的“先行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老典型”，不仅拥有全
省最大的强村经济集群，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逐年
递增，一幅“村强民富”的美好画卷在此徐徐铺展。

总体来看，张家港的村集体经济基础十分扎实，即便
置于全国“坐标系”中，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对习惯了
想在前、做在前的张家港人来说，要维持领先优势，需要冲
破的瓶颈还有不少，如收入来源单一、产业层次较低、发展
不平衡等。十年来，张家港一步一步破解这些难题，让“强
村群”更强。

杨舍镇完善村容村貌，增加配套设施，引入现代高效
农业基地等项目，吸引大量游客体验乡愁；锦丰镇整合经
济一般村，投资兴建五棵松科技园，每年可为7个村带来收
益2400余万元；大新镇用农文旅产业项目带动村民致富，
新凯村十六组32户家庭“攒”出一个农家乐，请来专业团队
管理……村村开动脑筋，去年，张家港村级集体资产总额
达315.86亿元，超千万元的村增加到77个，村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到1518万元，十年增幅均超100%。

除了善于探索“新配方”，做大集体经济“蛋糕”，张家
港还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医疗、养老、托幼、住房、教
育等领域，用更高标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老有所养、安度晚年，是每位老人及其子女的共同期
盼，但真正实现起来并非易事。这十年，张家港抓住数字
化机遇，打造了亲情（虚拟）养老院，80岁以上老人不出家
门，就能享受一揽子政府援助服务。目前，虚拟养老院已
链接企业及社会组织71家，推出康复理疗、生活照料等42
个项目，老人、老人子女打个电话或在小程序上就能下单
预约。

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张家港千方百计织密
民生保障网，让城乡气质焕然一新，“百姓富”的内涵更加
充盈。

“环境美”的底色更优

港城这十年，就是铺陈“环境美”的底色，让绿色发展
深入人心、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十年。

对一个城市乃至区域而言，好生态就像“金饭碗”，保
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从上
世纪90年代获评全国首个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到陆续捧回
首批国家生态市、首届中国生态文明奖、联合国人居奖等
含金量极高的荣誉，张家港始终把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
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张家港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高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打通生
态保护的“堵点”、消除“痛点”，让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成为港城“新风尚”。

秋高气爽，来到“江海交汇第一湾”张家港湾，顿感江
风怡人。滨江景观步道两旁，绿树成荫，鲜花点点；江面
上，货轮在金缕碎银的光影中驶向远方。

奔流不息的万里长江，塑造了80多公里的张家港长江
岸线，哺育了这座城市并见证其崛起兴盛，也赋予了张家

港人抓好长江大保护的使命。2019年，张家港湾生
态提升工程全面启动，将现存的沿江9公里生

产岸线调整为生态岸线，构筑140平方
米滨江亲水景观带。随着工程

的推进，化工围江、砂石

围江、码头
围江的乱象彻底
改变，取而代之的是让
人“看得到江水、记得住乡愁”的
美景。“水中大熊猫”江豚不时来“打卡”，

“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常来“安家”。
张家港湾之变，是践行“两山”理念、重塑壮美江景

的创新实践，而东沙化工园区的“华丽转身”，则是另一
个值得称道的经典案例。这里原有37家化工企业，整
体关停前一年，园区入库税收 2.5 亿元。数字虽然“诱
人”，但园区产业层次偏低、环境污染较重。为了保护长
江母亲河，2013年，张家港启动园区关停转型，全面关
停环保不达标、安全没保障的低端落后化工企业，4年后
实现整体关停，这成为全省首个整建制关闭的化工园。
利用关停腾出的3000亩土地，张家港进行整体环境改
造提升，打造江南智能制造产业园，发展智能装备、新型
材料等高科技产业。

沙钢用上国内单体最大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年发电量
400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使用标准煤0.49万吨；永钢把
处理后的钢渣作为3D打印原料，打印出治安岗亭、垃圾分
类亭等，每年近70万吨的尾渣得到资源化利用；华昌化工
布局氢能产业……在港城，一大批企业也成为绿色发展理
念的“行动派”，在绿色工业化道路上稳健前行。

一面是GDP突破3000亿元的经济强市，一面是水清
岸绿的江南水乡，这幅经济生态的“双面绣”，是张家港坚
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
得益彰的最佳见证，更是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缩影。

“社会文明程度高”的名片更亮

港城这十年，就是擦亮“社会文明程度高”的城市名
片，让文明风尚蔚然成风、文明之花持续绽放的十年。

张家港是一座因文明而闻名的城市。上世纪90年代，
张家港人用80万把笤帚“扫”出了首批全国卫生城市，创造
了“一把手抓两手、两手抓两手硬”的张家港经验。到了新
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张家港更是连续六届高分
蝉联“全国文明城市”、斩获文明奖项“大满贯”，文明老典
型焕发新风采。

老典型，不仅起到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更凭借丰富的
实战经验，启迪其他城市如何在文明创建上找到成功“秘诀”。

这十年，张家港坚持以文明提升人，打造了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工作室、公民道德馆等一系列全新阵地，开展
了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评选表彰和宣传关爱活
动，同时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的“发动机”“助推器”作
用，让文明浸润城市、深入人心，更化为一种习惯和自觉，
让人人成为“张闻明”。

小小楼道就像一面镜子，既映照着百姓成为文明实践
者的努力，也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大文明。安置小区里入住
了不同拆迁村的村民，他们大多保留原本的生活习惯，方便
了自己，却给小区环境治理添了诸多烦恼。南丰镇年丰新
村居民就对楼道里堆满杂物感到头疼。情况的真正好转，
始于“睦邻友好楼道”的打造。从张贴文明标语做起，再到
设置留言板、安装便民物品百宝箱、发挥老党员的带动作
用，潜移默化下，年丰新村居民成了“文明楼道”的受益者，
后又变成参与者，抢着捡拾烟头、铲除“牛皮癣”广告。

对张家港而言，文明城市创建，除了要用“看得见”“感
受得到”的文明提升人，还要靠文化的力量滋养人，这样才
能更深刻、更持久。

8月27日，2022长江文化节在张家港启幕，连续第19
年，沿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带着独具特色的优质文化齐
聚港城，互相碰撞交流的同时，港城百姓走出家门就能欣赏
各地的长江文化。今年央视秋晚舞台设在张家港暨阳湖
畔，河阳山歌、江南鱼篓等元素惊艳亮相，借助直播，海内外
张家港人的文化自信更加强烈；第十九届群星奖获奖作品
名单揭晓，张家港市文化馆创排的戏剧类作品《打折》摘得
大奖，成为我省唯一获奖作品，更令张家港人感到自豪。

文明，是张家港人的共同荣耀，其实也是一个个张家
港人干出来的，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张闻明”、共同的身
份“志愿者”。在追求文明的漫漫长路上，张家港还用志愿
精神感染人，目前，全市共有注册志愿者27.6万名，总服务
时长达1061万小时，两项数据还在持续增长。

文明城市创建只有进行时、没有休止符。今日张家
港，又以“归零”心态，投身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力争
在新的阶段续写新的辉煌。展望未来，随着文明提质“五
大行动”走深走实，“向上向善”精神理念入脑入心，张家港
充满信心从“文明高地”向“文明高峰”跃升，大步迈向“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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