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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地方视察来到徐州。五年
来，徐州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淮海
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设，推动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枢纽地位进一
步彰显、辐射功能进一步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
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
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徐州市委书记宋乐伟表示，要以建设高能级城市为战略牵
引，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定位，着力打造区域经济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教育文化中心、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双向
开放高地，引领带动淮海经济区形成活力迸发的协同发展局面。

得“天时”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

2017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徐州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次
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首次在国家层面正式明确淮海经
济区10个城市的区划范围，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推
动新一轮区域协同发展；去年年底，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

“深入推进淮海经济区建设，支持徐州加快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
城市”。

长期以来，中心城市建设始终是徐州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最大
潜力。一系列国家级、省级专项支持政策，让这座城市迎来实现
能级跨越的黄金期、机遇期。

——看消费。徐州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去年，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38亿元，同比增长22.9%；商贸辐射
半径超150公里，中心商圈外地居民消费占比超30%。

——看医疗。徐州拥有三级甲等医院12家，卫生资源总量位
居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城市首位，医院门诊人数40%来自省外。

——看教育。徐州坐拥14所高校、20万大学生，是国内
本科高校数量最多的地级市之一。该市进一步调优高等教

育布局结构，推动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群建设，充分发展
职业教育，实施产教融合。

——看文旅。今年开业开园的徐州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九
顶山野生动物园等重大文旅项目辐射周边多个地级市，助力第三
产业加快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三五”期间，徐州加快补齐城市功能短板，累计实施城建
重点工程634项，完成总投资3300亿元。徐州园博园、淮海国际
博览中心、淮海经济区金融服务中心……一个个惠及邻里、连接
世界的重大功能性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12月8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细胞治疗药物研究所
在徐州揭牌成立。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徐州医科大学、徐州
经开区及科学家团队签订合作协议，将围绕细胞治疗进行全产业
链布局，打造国内一流的集研发、转化、临床应用于一体的肿瘤生
物治疗技术创新平台。

这是徐州强化科技支撑、加快创新发展的鲜活投射。五年
来，徐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城一谷一区一院”集聚
效应正在显现，省级以上科创平台增至208个，高新技术企业过
千家，成功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如今，徐州地区生产总值总量稳居淮海经济区首位，占淮海
经济区十市总量的比重达到21.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总量均居区域首位。

当前，徐州正更大力度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进一
步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加快把中心城市“规划定
位”干成“实际地位”。

居“地利”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

区位交通优势，是徐州最为显著的城市特征之
一——“米”字形高铁枢纽已开通6个方向，通达

26个省会城市，位居全国第一方阵；观音国际
机场服务功能辐射周边四省14个地市，成

为淮海经济区航线最多、旅客吞吐量最
大的国际机场；轨道交通共规划建设
11条线路，运营里程达64公里；城乡

交通一体化水平达到最高的5A级，行
政村四级公路提前实现全覆盖。
构建能级更强的区域中心城市，势必要

将“交通枢纽”转化为“经济枢纽”。党的十八大
以来，徐州全力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宽领域、多层次、高水平、全
方位、立体化”的平台体系。
11月18日，“徐州—青岛”铁海联运班列开行。该班列

的开行，丰富了徐州铁海联运体系，进一步扩大其东向开放优势，
开辟“借港出海”新通道。

中欧班列作为徐州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速东西双向开放
的重要载体，自2015年开通以来，有力服务徐州外贸经济发展，
是徐州打造区域中心城市、江苏北翼开放新高地的重要抓手。

今年1月至10月，徐州中欧班列累计开行353列；本地企业
通过中欧班列出口贸易额占出口总额超45%，本地出口货物用
箱量占出口总箱超55%，远超去年同期水平。“徐州中欧班列目
前可通达欧亚21个国家、50多个城市，有效助力本地企业国际
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徐州淮海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吕品说。

不仅如此，随着徐州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Ｂ型）、国际
邮件互换局相继获批并快速落地……该市逐步形成“四港三保两
区”为主体的开放平台体系——向东推进徐连一体化，向西依托
中欧班列巩固提升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向南打通东
南亚通道链接海上丝绸之路，向北高质量运营直达俄罗斯的货运
班列。

11月，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的46
个第四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创建项目中，徐州打造淮海经济区联
通“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内外贸集拼集运铁河海多式联运示
范工程成功入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
此，徐州正加快建设多式联运基地，持续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依托
中欧班列、综合保税区、淮海国际跨境电商产业园等开放平台，聚
力打造“优进优出”外贸新格局；推进以“淮海国际港务区、高铁生
态商务区、现代航空经济示范区”三大枢纽板块为主的功能城镇
布局，引导“枢纽+”产业集聚发展。

聚“人和”领跑协同发展新赛道

前不久，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125周年暨淮海经济区
现代医院管理联盟成立筹备会在徐州举办，20多个地市公立医
院管理者相约云端，共同展望卫生健康事业美好未来。徐医附院
党委书记王人颢表示，将以此次联盟成立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完
善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协同发展机制，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医
院管理联盟。

在区域协同发展的“大棋盘”上，徐州被委以重任：江苏省“十
四五”规划明确要求，要提高徐州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能级，引领
徐州都市圈成为策应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新兴增长极。

去年，徐州和宿州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提出
要持续拓展产业协同发展深度，到2025年两市产业链与创新链
深度融合，形成2到3个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今年，
徐州又与淮北签订《结对合作帮扶协议》，将在深入推进干部互派
挂职、共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搭建资本与项目对接平台等8大
领域深入交流、拓展合作。

能级高的城市，如同马拉松领跑者，不仅要自身实力过硬，还
要带动队友“抱团”提速。当前，徐州携手周边地区编制《淮海经
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规划》，在前期“1+4”合作的良好基础上，深
化落实好科技创新共同体等6项协议，推进淮海经济区实现洼地
崛起。

不只是产业，放眼淮海，徐州与周边各市山水相连、地域相
接，习俗相近、人缘相亲。如何让区域企业和群众在密切往来中
享有更多“同城待遇”？

从2018年开始，徐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牵头推动淮海经济
区公积金一体化。11月29日，淮海经济区十城共同签署了《淮
海经济区住房公积金业务异地办理合作协议》，公积金互认互贷，
取消异地购房贷款的户籍和工作地限制，对促进人才跨省市流
动，助推淮海经济区城市建设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去年底，淮海十城签署《淮海经济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一
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共同建立健全便民高效、标准统
一、协同互信的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工作机制。

日前，徐州印发《关于推进淮海经济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一体化建设的实施方案》，紧扣社会保障、市场监管、交通出行等
八大领域，力争2023年底前实现淮海经济区高频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基本全覆盖。

不仅如此，淮海经济区十城还认真落实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工
作机制，在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上下真功夫，打造美丽淮
海。今年以来，《徐州市骆马湖水环境保护条例》《宿迁市骆马湖
水环境保护条例》先后立法，这是徐州首次正式与淮海经济区其
他城市开展协同立法。

今天的徐州，得天时、居地利、聚人和，一张张规划蓝图徐徐
擘画，一项项政策举措逐步到位，建设高能级中心城市正当其时、
扬帆远航！

从“定位”到“地位”，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徐州：淮海中心，建设
□ 本报记者 岳 旭

11月以来，徐州加快冲刺，提升城市能级的“大动作”不断——建设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正式启动，多项省级专项支持政策同步发布；一年一度的投资洽谈
会举办，“343”产业投资热力图让全球客商“一图在手，投资徐州任我走”；三个“国字
头”盛事接连开幕，汉文化旅游节、安全及应急技术装备博览会、淮海经济区品牌农产
品展销会异彩纷呈，持续提高城市形象和知名度……

高能级城市高能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