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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姑苏

□ 本报记者 陈雨薇

驱车沿着苏州人民路向北行驶，经过
外城河上的平门桥，粉墙黛瓦的古城转眼
成为了高楼林立的新城，现代化气息扑面
而来，姑苏区平江新城到了。

这里，建有万达广场、国发大厦、万融
国际大厦、苏州城市生活广场等众多商
业、办公载体，为寸土寸金的古城适配近
200万平方米空间，上万家企业在此兴
业，近十万居民在此安家。五年来，这里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保持25%左右的增
速，总量翻了一番。

“经过这些年的开发建设，平江新城
从经济薄弱的城乡接合部，发展成为拉动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奋进新时代理
应扛起更强担当、作出更大贡献。”姑苏区
平江新城(苏锦街道)党工委书记何强表
示，平江新城将锁定“3+2”产业体系方向
精准发力，进一步提升发展质效、优化城
市形态，助力姑苏区形成“保护更新古城、
开发建设新城、新城反哺老城”的良性互
动格局。

以产兴城，培育三大经济增长极

好百年商业广场1号楼9—10层，是
平江新城重点打造的新材料和数字产业
企业加速器——城市智谷，集聚着博睿志
诚等人才项目、成长型科技企业，这也是
姑苏区“谷”系列产业园的三期项目。而
此前，“谷”系列产业园一期项目拉瓦锡
谷、二期项目中科创谷皆由平江新城打
造，前者致力于推动新材料团队创业，后
者服务于生物医药和纳米产业。今年6
月，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发布拟备案国家
众创空间名单的公示，拉瓦锡谷众创社榜
上有名，成为国家级众创空间。

新城的开发建设，离不开支柱产业的
支撑。多年来，平江新城通过建优载体、
配强服务等，持续做好招才引智工作，引
进了泰克赛威、萨沙迈、迈艾木、海智在
线、品海创赋、海台贸易等一批优质企
业。过程中，立足基础资源禀赋、未来产

业趋势和重点专项项目，明确构建“3+2”
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通信、软
件服务、生命健康3个科技创新产业，以及
特色商贸、金融服务2个高端服务产业。

方向锁定，政策跟上。平江新城结合
自身实际制定实施《平江新城经济高质量
发展扶持政策实施意见》，每年设立高质量
发展专项扶持资金400万元，对重点企业、
人才项目制定个性化扶持政策，并提供租
购房、金融咨询、法律顾问等定制化服务，
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项目、人才落地。

数据显示，近五年来平江新城累计引
进企业7239家，其中规上企业1489家；
累计培育出苏州市级科技创业领军人才4
人，市级重点行业紧缺人才18人，300多
人次享受到人才乐居工程补贴。今年苏
州国际精英创业周平江新城分会场活动
中，苏州星斗智能等一批人才项目签约落
地，累计签约总投资额达4.5亿元。

以产兴城，也是谋求新发展的不懈
追求。不久前，平江新城发布《三年行动
计划方案（2023—2025）》，明确围绕特
色产业培育三大经济增长极，包括依托
自身的载体区位禀赋以及持续的引进培
育工作，形成以高技术服务为主导的数
字经济产业创新集群；依托现有医疗资
源聚集度高的比较优势，全力构建“高端
诊疗+医药产销+平台服务”的大健康产
业全闭环；利用好江苏有线承建的国家
华东文化大数据中心，抢占数字文化产
业生态高地等，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展现
出更多新作为。

以城促产，建设四大功能区

上月底，平江新城平津路8号，姑苏
区人才公寓正式启用。1338套公寓，品
牌家具、家电，室外瑜伽室、台球室、书吧、
健身房等一应俱全，可直接拎包入住。公
寓内还设立了“家门口的人社服务站”，为
人才就近办理租房补贴、人才落户、公积
金提取等相关服务。

在平江新城，一幢幢高楼平地起，成
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载空间，也成为城市

工作和生活的重要配套。据统计，平江新
城现拥有各类楼宇32幢，涌现出协苏产
业园、城市生活广场和国发大厦等亿元产
业园、楼宇。去年，平江新城辖区楼宇、产
业园税收总额8.4亿元，占比超五成，由
国发大厦、万融国际、耀盛大厦3幢大楼
构成的高端商务集聚区获评苏州市级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

抓住楼宇经济向好发展趋势，平江新
城不断盘活载体资源，切实推动楼宇载体
的提档升级。今年前三季度，平江新城累
计盘活楼宇面积14.6万平方米。其中锦
邻商务广场实现整栋去化，由上海南岸接
手整体打造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城市生活
广场、星健中心3号楼中大面积闲置空间
都获得了有效利用。

盘活、利用楼宇空间，平江新城股份
经济合作社是一股中坚力量。这些年，平
江新城7家股份经济合作社“抱团”合作，
共同开发购置优质载体，购买华豪国际大
厦、城市生活广场33层，为新城拓展招商
载体空间；正在推进的新塘汇邻中心、锦
合邻里中心等“一村二楼宇”项目，为新城
配套商业载体；联合成立苏州隆恒置业有
限公司拍获相关地块，成为姑苏区首个集
体经济参与市场化运作项目，1.36万平方
米产业载体已破土动工。

根据新鲜出炉的三年行动计划方案，
平江新城根据现有的开发建设基础，明确
未来城市建设将聚力打造四大功能区。
火车站文商旅综合功能区现阶段将重点
打造世界贸易中心和好百年商业广场等
载体，打造特色文化集中地；人民路沿线
商务商贸区继续强化国发大厦、万融国
际、耀盛大厦等总部型楼宇的经济贡献旗
帜作用；平泷路沿线康养集聚区在苏大附
一院和苏州市转化医学中心周边形成生
命健康产业集群；沪宁高速以北产业发展
区两块现有M0产业用地计划建设产业
载体，形成1至2个特色产业集聚区。

产城融合，迸发发展新活力

“我家宝宝发烧了，她才四个月大，

要不要去医院啊？”12月18日深夜，家住
平江新城平江怡景的孙女士在小区群里
求助。“你先别急，我们帮你‘会诊’。”群
里很快有人回复。同一时间，小区“医护
业主群”活跃起来，为这位宝妈提供了详
细的诊疗意见和用药指导。平江怡景临
近三甲医院，住着不少医护业主，他们便
自发建了群。近段时间，咨询量加大，群
里也更加热闹，积极答疑解惑，收获了一
片点赞声。

平江新城依托辖区苏大附一院、苏州
口腔医院、李良济国医馆等丰富的医疗资
源，全力推动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如今，
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的成果，正通过更多
元方式，惠及老百姓，体现出一座新城的
气质与温度。行走平江新城，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

平江新城辖区行政资源丰富，苏州市
民政局、卫健委、行政审批局、姑苏区人民
政府等党政机关皆在此办公。几日前，平
江新城与苏州市民政局开展党建结对共
建活动，重点打造8个“暖心民政”特约党
群服务驿站，为独居老人、未成年人、残疾
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家门口”暖心服务，携
手在老百姓“家门口”化解急难愁盼。

平泷路 1266 号，平江新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于去年9月改建完成，占地
约 6000平方米，是姑苏区目前体量最
大、服务项目最齐全的全科卫生服务中
心，集预防、保健、康复、医疗、健康教育
等功能于一体，科室众多。其中中医科
诊疗区域面积达到460平方米，为市级
特色科室。不久前，该中心获评“江苏
省社区医院”。

打造医疗器械一站式采买中心、新药
研发真实世界研究中心以及医康养融合
示范高地，孵化出不少于10家创新型生
命健康企业；在设计研发、人工智能、金融
科技、商务中介等高技术服务业方向实现
项目落地数量每年20%以上的增长……
着眼未来三年，平江新城聚力推进经济发
展、城市更新、幸福生活、党的建设、民主
法治等5个方面24个重点项目，意气风
发启新程，斗志昂扬展作为。

姑苏平江新城（苏锦街道）构建“3+2”产业体系

用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反哺古城
□ 本报记者 孟 旭

12月19日早上7点，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
“居家养老爱心厨房”里已热闹起来，择菜、洗菜、
切菜……10 名工作人员配合默契，忙得热火朝
天。“我们每天要为街道165位吃饭有困难的老人
准备午餐，三菜一汤，今天的菜单是红烧鸭块、荠
菜肉皮、白菜、萝卜排骨汤。”“爱心厨房”主厨吴斌
说，“老年人就是要吃得健康营养。”

9时许，饭菜陆续出锅，厨房内香味四溢。几
名工作人员将烹制好的餐食分盛进不锈钢保温饭
盒，一一贴上标签；再把饭盒4个一组，装进保温箱
内；完成后，又逐一在笔记本电脑上录入冷链员、
工作人员、快递员的信息，并做好消杀。

9点30分，6名顺丰快递小哥准时出现在“爱
心厨房”门口。经过防疫检查后，他们接过保温
箱，奔赴26个社区，一刻也不耽误。社区门口，社
工或志愿者已在等候。

5分钟后，东港家怡社区居委会，“红色管家”
志愿者毛天奇接过顺丰快递小哥辛晓战传来的

“最后一棒”。拎上饭盒，毛天奇立刻出发，熟门熟
路地前往老人家中。

东港家怡社区共有9位老人订餐。离居委会
最近的是 91 岁独居老人范玉英家。“老人子女住
得远，工作又忙，顾不上这边。”毛天奇边走边说，
他对每位老人的情况了如指掌。9 点 40 分左右，
范玉英听到敲门声打开门，连连感谢。老人感慨
地说，“爱心厨房”的饭菜口味好、营养好，每天还
不重样。“政府办了件大好事，帮我们解决了吃饭
的难题！”

三棒接力，最快约10分钟，最慢约半小时，热
腾腾的饭菜就能送到老人家中。这些订餐的老人
均是高龄、失能、独居等情况。毛天奇说，每天上
门送餐，也是每天问个平安。

娄葑街道地处古城区与“洋苏州”的交界地
带，辖区内老年人口占比近四分之一，居家养老已
成为主要的养老模式。“爱心厨房”是街道居家养
老服务闭环模式的一部分，由街道和12家动迁社
区共同出资建设，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社工
支撑和志愿者助力的多元共建模式。

“爱心厨房”负责人赵泰说，社会各界源源不
断的爱心捐资赋予了“爱心厨房”强大的生命力，
订餐老人根据不同标准，每餐只需支付 3 元或 9
元，低于市场价甚至是成本价。“爱心厨房”运行两
年多来已服务两百余位老人。

特 写

□ 本报记者 陈悦勤

C9高校在苏全部完成布局

C9即九校联盟，是中国首个顶
尖大学间的高校联盟，包括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
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共9所高校。事实上，苏州与C9
高校的“牵手”由来已久。以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为例，2001年，苏州就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工业园区合作
建设了苏州研究院，开设了软件工
程、纳米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等专
业，并设立了苏州市下一代Web服
务计算重点实验室、苏州市水环境科
学技术重点实验室等。

中科大与苏州的合作树立起典
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
C9高校又先后来到苏州，探寻更广阔
的合作空间。2004年5月，苏州市人
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与西安
交通大学联合共建西安交通大学苏州
研究院；2016年10月，清华大学与苏
州市政府签署《共建清华—苏州环境
创新研究院的备忘录》……如今，C9
高校已全部在苏州完成布局。

除了合作数量的增长，九座高校
与苏州的合作内容也更加深入，布局
形式越来越多元化。来到位于苏州高
新区的南京大学苏州校区项目建设现
场，大楼上新悬挂的南京大学校徽标
志格外醒目，学术交流中心、教学组团
等各项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之
中。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已揭牌智能科

学与技术学院、智能软件与工程学院、
集成电路学院、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
4个新型学院，首批录取南大苏州校
区的500名本科生、100多名研究生
已于今年9月入学，将在鼓楼校区完
成一年“寻根式培养”后，与这座新校
区正式“相见”。

C9高校落子苏州，既看重人才
培养、学科建设的深度合作，也看重
产学研的紧密衔接。2018年，复旦
大学张江研究院与相城区元和街道
共同发起成立苏州创新中心。“复旦
大学拥有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健康
管理、生命科学等多个优势学科，还
有众多三级甲等附属医院的医疗资
源。同时具备张江区域在医药健康
领域丰富的产业、人才资源，每年有
大量的科研成果产出。”复旦大学张
江研究院苏州创新中心负责人束礼
兴表示，结合相城区乃至苏州市的产
业布局和定位，借助于创新中心这一
平台，可以促成健康产业人才向苏州
转移，科技成果在苏州转化，打造人
才培养和技术落地的“加速器”。

可以感受到，C9高校布局苏州的
规模越来越大、合作越来越深入。从
过去的“苏州名校少”到如今的“名校
聚苏州”，这份变化，不仅彰显了苏州
这座城市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更为苏
州这座制造业大市的创新发展提供了
更为坚实的创新支撑。

真抓实干吸引高校落子

高校承载着人才、项目、资金等各
类创新要素，发挥着“最强大脑”的功
能，是地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

要力量。对于苏州来说，大力支持各
类高校发展，深化与顶尖高校的合作，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既是响应国家
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强化现代化建
设的人才支撑的重要途径，也是苏州
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业创新集群建
设的重要抓手。

在这些年的创新实践中，苏州频
频获得一众国内外顶尖高校的青睐
与加码，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创实力
无疑是重要原因。作为经济大市、工
业大市、开放大市，苏州是全省乃至
全国发展的重要“压舱石”，不仅规上
工业总产值超4.2万亿元、位居全国
最前列，还是国内工业体系中制造业
门类最全的城市之一。更令人津津
乐道的是，苏州的科创实力也不容小

觑，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比达到3.9％，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1万家，高
层次人才达到34万人，科技创新综
合实力连续 12 年居全省首位，在
2021年国家创新型城市排名中位列
全国第五，是前五名中唯一地级市。
可以说，不管是产业链、创新链还是
人才链，苏州都很出色，为高校落地
布局提供了良好的沃土。

苏州对高校的吸引力，不仅仅来
自于雄厚的经济基础，更来自于苏州
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多年来，苏州
不断完善高校发展支持举措，今年
10月，苏州在《关于加快推进全市科
技招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
出，要加强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和科研
机构合作交流，招引建立一批重大科

技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其中，
对新建或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给予
最高2亿元资助；对新建的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给予最高5000万元
资助；对新建新型研发机构、国际研
发机构，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助；对
组建创新联合体给予最高200万元
支持，并且将在人才、载体、基金等方
面给予一揽子支持政策。

除了捧出“真金白银”，苏州还在
不断优化服务品质上下功夫，以细致
入微的全方位护航，让高校更好地在
苏州落地发展。例如，针对正在建设
当中的南京大学苏州校区项目，苏州
不仅成立了专门项目组，全天候提供
审批进展跟进服务，还将项目纳入重
点项目审批服务绿色通道，项目从签
署深化全面战略合作相关协议到完成
征地、供地、抗震评审、规划许可、施工
许可等审批事项，仅用20余天。

在苏州的倾情服务下，越来越多
的名校高校看好苏州、扎根苏州，数据
显示，苏州已累计与260多所国内外
高校院所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建有
产学研机构160多家，覆盖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

书写“双向奔赴”的创新故事

众多高校落子苏州，可以说是一
场名城与名校的“双向奔赴”。对于高
校而言，面对科技成果转化等需求，苏
州丰富的政产学研资源，无疑是帮助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跨越“死亡之谷”的

“加速器”。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院长成
波对此深有感触。“苏州是当之无愧的
创新之城，得益于政府在人才引进、创
新创业政策等方面给予我们的强力支
持，研究院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成波
说，研究院已初步形成了集科技创新、
产业服务、创业孵化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性汽车科技产业创新生态雏形，累
计孵化企业超150家，还转化了70多
个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效应的科技成
果，培育了10多个打破国外垄断、国
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的拳头产品。

而对苏州而言，高校所储备的科
研、人才、项目资源，是苏州创新发展的
重要支撑。当前，苏州正瞄准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方
向加速建设产业创新集群，有着丰富创
新资源、人才资源的高校，正成为推动
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助力苏州建设产
业创新集群的一支重要力量。

以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
为例，该研究院就携手苏州长光华芯
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
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材料
科学姑苏实验室、苏州高新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组建苏
州市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创新联合体，
不仅攻克多项关键技术关卡，还把
35W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送到生
产线，实现小批量生产，氮化镓激光器
联合实验室也揭牌成立。

活力迸发的高校院所，成为孕育
苏州创新成果的摇篮。有理由相信，
在苏州的真抓实干和高校的不懈攻关
下，越来越多名城与名校“双向奔赴”
的创新故事必将在这里生动上演。

CC99高校全部在苏州实现重大布局高校全部在苏州实现重大布局

名城名校创新路上名城名校创新路上““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近日，苏州市人民政府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订合
作协议，苏州市、吴中区和哈工大将共建哈尔滨工业大
学苏州研究院，通过建设“一基地、两平台、七中心”，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地方区域产业经济转型升级
和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哈工大苏州研究院的落子，标志着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复旦大学等C9高校全部在苏州实现重大布
局。当下，苏州正不断深化与国内外顶尖高校合作，壮
大高校在创新集群中的支撑力量，书写更多名城与名
校“双向奔赴”的发展佳话。

独居老人
吃上“爱心餐”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