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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江苏各地实时天气

□ 本报记者 胡兰兰

在近日举行的全省公安机关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报告暨“四美”推选揭晓活
动现场，50位江苏最美警察、最美辅警、最美
警嫂和6个最美基层警队代表登上领奖台。
去年因公牺牲的22名民警、辅警，被授予特
别奖。闪耀的名字、感人的故事，他们在凡常
的奔波里书写不凡，在漫长岁月间守望初心，
展现出守护平安的最美“警”色。

不惧风险、迎难而上，“最美”美在忠诚
担当。从警10多年，常熟市公安局巡特警
大队教导员冯志强穿警服的机会却不多。
作为一名便衣警察，蹲守是他和便衣中队队
员们工作的家常便饭。他曾在凛冽寒冬连

续蹲守28天，成功抓获撬盗车库偷窃电动
车嫌疑人。这些年，冯志强带领队员们共破
获案件29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00多
名，端掉犯罪团伙120多个。

一间10平方米的工作间，几套精密的
指纹提取设备，一台电脑和一个马蹄放大
镜，这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警大队警
务技术二级主管陈玥工作的“标配”。与指
纹朝夕相伴24年，她查询比对过的指纹档
案数以百万计，通过指纹直接认定破获各类
刑事案件3000余起，加班加点、熬更守夜对
她来说再平常不过，但只要能破案，陈玥觉
得再辛苦都值得。

兴化市公安局沙沟派出所辅警欧林洪是
同事们眼中的“拼命三郎”，村民心中的“蹈火

哥”，工作10年间，他参与各种灭火救援30
余次。去年6月，一村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漏
气着火，欧林洪赶到现场，第一个拿上灭火器
冲进火场，徒手拎出3只高温气瓶。

敢打必胜，离不开技术赋能。从警15
年，连云港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李
春成从一名基层派出所民警逐步成长为侦
查破案、科技信息化应用等多个领域的专家
能手。为破解基层一线实战难题，他先后发
明视频监控电动清洗机、汽车防盗报警玻璃
膜等贴近实战、服务一线的技防产品37个，
其中25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服务侦查破案
2300余起，抓获嫌疑人800余名。

为人民、倾尽心，“最美”美在丹心为
民。“拉近与群众的关系，首先要把群众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扎根基层三十四载，宿迁市
公安局宿城分局富康路派出所一级警长高
新舜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几年前，他带领
社区民辅警组建起“挎包工作队”，每天穿上
蓝马甲、拿着文件包，不间断巡逻各个街区、
小区，协调纠纷，宣传法律法规。

踏遍辖区大街小巷，用脚步丈量平安，
用心破解交通堵点，推动城区道路交通拥堵
指数下降7.6%，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
宁大队副大队长周晓含被誉为“交警工程
师”。他的微信里置顶了三类群——街道
群、社区群和市民观察员群，不论是老旧小
区停车难，还是施工道路风险多，企业、群众
的每条诉求他都认真记在心间、落于行动，
帮助协调解决。

50人、6支警队获评2022江苏公安“四美”

忠诚坚守 铸就最美“警”色

□ 本报记者 李 晞

2月8日江苏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2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超7.8万亿元，总体呈现较好发展态势。
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了重要支撑。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投资
增幅均超两位数

“受外部形势和疫情走向影响，去年
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开局良好、短暂下
滑、稳步回升、略有回落的发展态势，总体
表现明显优于规上工业，产值、投资增幅
均超两位数。”省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
产业统计处人士解读道。

一方面，从最直观的产值数据看，全
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022年一季度、上
半年、前三季度、全年累计增幅分别为
13.6%、9.5%、11.1%、10.8%，虽有波动，但
基本保持在10%左右水平。

另一方面，从投资视角分析，得益于助
企纾困政策快速落地，一季度、上半年、前
三季度、全年累计增幅分别为 27.6%、
13.5%、15.3%、12.2%，总体走势与产值相
仿，全年增幅高于工业3.2个百分点。这映
射出本土科技型企业投资信心提振，将有
力支撑下阶段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高新企业发展壮大，支撑
创新产出保持高增长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科技和经
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更是推动创新创
造的生力军。2022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达4.4万家，比上年增长0.7万家、增
幅18.9%，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目录内企业数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比
重达45.2%，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

高新区作为创新高地、产业高地以及
人才高地的代表，在城市发展中起到关键作
用。本次省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更能反
映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54家
省级以上高新区以占全省6.2%的土地面

积，创造了全省40%的工业产值、54%的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

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目录内
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有效带动全社会科技
创新产出稳步增长。2022年，全省发明专
利授权量89248件、同比增长29.7%，占专
利授权总量的15.9%，较上年同期增长5.2
个百分点；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59106件、
同比增长32.0%，占企业专利授权总量的
12.1%，较上年同期增长3.9个百分点。

截至2022年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428589件，比上年底增加79554件，其中维
持时间在10年以上的有效发明专利89476
件，较上年底增长26454件；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50.4件，比上年底增加9.2件。

产业优化步伐加快，内部
结构呈现新亮点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增长引擎，
工业强则百业旺。2022年，全省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48.5%，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这表明我

省产业优化升级稳步推进，对全省经济增
长的贡献持续提升。

具体来看，首先是部分优势产业持续
保持景气。高新技术产业八大行业均保
持正增长，五大行业增幅高于工业，其中，
新能源产业持续高景气，增幅 44.2%，
2021年初以来均保持40%以上增幅；航
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产业全年增幅在
20%左右，分别为24.6%、18.6%，充分凸
显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爆发力和持续力。

其次，从区域经济角度分析，苏中苏北
地区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苏南、苏中、苏北
地区产值增幅分别为9.0%、12.3%、18.5%，
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为52.3%、49.8%、
41.1%。“尤其是苏北地区首次突破40%，反
映出我省产业结构优化步伐明显加快、区域
协同发展态势向好。”省统计局社会科技和
文化产业统计处人士分析道。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内资企业主体作
用不断凸显，展现较强发展韧劲。其产值
同比增长14.6%，增幅分别高于港澳台企
业、外资企业16.3、9.2个百分点，占比达
65.8%，比上年大幅提高3.6个百分点。

去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7.8万亿元——

“高”景气强信心“新”升级优前景

□ 本报记者 刘慧洋
通讯员 殷开军 周巍

新春伊始，位于连云港市灌南经济开
发区的光鼎电子公司一派繁忙景象。仓
库外，一辆辆货车有序停放，工人们紧张
作业，用最快的速度装卸货物。车间里，
各条生产线的工人配合密切，紧抓生产。

“企业业务往年在春节后基本进入淡
季，但今年淡季不淡，现在公司全部生产
线开足马力，加紧赶制5G通信设备配件
订单。”企业总经理助理贺井威说。作为

灌南县光电产业的龙头，近年来，光鼎电
子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各地订单纷至沓
来，除与国内知名龙头电子产品制造企业
合作外，其产品还远销欧美14个国家，去
年企业销售总额达1.5亿元。

企业紧张忙生产，政府全力促发展。
连日来，灌南县深入开展“访企业、送政
策、解难题、促发展”活动，通过深入企业

“摸清家底”、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推动企
业坚定“敢干”的信心，释放“敢干”的动
能，助推企业实现新春“开门红”，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现在全县每天有10

多个专班深入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截至2
月6日，灌南县135家规上企业已有九成
复工复产。”该县工信局运行与规划科科
长周巍说。

近日，总投资42亿元的生物制剂项
目现场，鞭炮声与机器轰鸣声交相呼应，
年味与干劲同步迸发。立达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香港）董事长褚现英介绍，项目建
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48亿元，税收
6.65亿元，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共赢。灌南县此次开工的26个
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273.3亿元，涵盖灌

南“4+N”产业体系多个领域，助力建强
“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传统轻工业升
级、现代服务业”交互发展的现代产业体
系，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起步就要冲刺，灌南县今年继续狠抓
招商引资“一号工程”，拓展专业化、市场化
的招商方式，围绕产业链头部企业、上市企
业，大力度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园区平台
招商、驻点招商，力争全年引进亿元以上项
目160个、50亿元以上项目2个、百亿元以
上项目2个，着力构建大项目“顶天立地”、
好项目“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

起步就要冲刺，灌南狠抓招商引资“一号工程”

专班驻企解难题 复工复产超九成

□ 本报记者 李源 李鑫津

“目前桩基工程已经结束，一号楼即将
进行桩芯灌注，其余几栋楼也在按照序时
进度科学推进中。”立春刚过，扬州生态科
技新城中杭日化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现场负责人介绍，将确保该项
目6月主体封顶，年底投入使用。

据了解，中杭日化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近2.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

“项目重点服务于高端日化企业，着力构建
集研发、孵化、制造为一体的高端日化产业

社区。”新城杭集高新投资公司项目负责人
介绍，厂房建成后，将为本地企业主提供

“拎包入住”式的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
忧。园区的建设大大缓解了本地企业对发
展用地的需求，已认购及租赁的企业均签
订了入园条件确认书，园区竣工交付后，企
业就能直接入驻开工。

中杭日化产业园是生态科技新城破题
空间拓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产业
集聚效应逐步加强，新城成了企业发展、项
目投资的‘热门地’，对存量用地、园区配套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科技新城相关负

责人介绍，新城计划三年打造50万平方米
高质量产业社区，助推本土企业转型升级
和资源有效利用。

“目前，建成、在建的产业园区可售面
积约9.7万平方米。”新城杭集高新投资公
司负责人介绍，除未开售的中国美业港科
创中心项目，杭盛科技园二期、中杭日化产
业园等园区厂房已认购客户6户、意向认
购客户2户，已租赁面积约3644平方米、意
向租赁面积2.83万平方米。“计划到2023
年底，杭盛科技园二期基本销售完毕，中杭
日化产业园实现竣工即租售基本完成。”

扬州生态科技新城打造高质量产业社区

拎包即开工 招商“开门红”

向劳务输出重点地区
开出返岗专列、专车或包
机；发放一次性返岗补贴，
鼓励务工人员早日返岗
……近段时间，为缓解企

业用工难，各地拿出实招，努力让招工更快捷、就业更方便。
人勤春早，今年各地招工、“抢人”更显急切。一方面，随

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我国经济和社会秩序加快恢复，企业生
产逐渐回归常态，订单量增多，用工需求自然更大。另一方
面，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季度多地释放出全力拼经济的强烈信
号，“拼经济”自然离不开“保用工”。江苏是制造业大省、用工
大省，早在节前我省就着手开展“保用工”工作，目前已通过5
架专机、20趟专列、1213辆专车为重点企业直达送工5.51万
人。一系列超常操作保障了企业用工需求，为经济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从一个地方的长远发展看，人力资源“流入”只是第一步，
要想形成长期稳定的人力资本红利，还要做好“留住”文章。
事实上，春节后各地之所以经常出现“用工荒”，原因之一就是
返乡务工人员节后能否返岗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
更凸显出“功夫在平时”的重要性。对各地来说，春节后的第
一个月已经过半，“抢人”成果初显，不少工人正忙碌在生产线
上，下一步，要尽快从“抢人”阶段进入“留人”阶段，让更多员
工既“招得来”，又“留得住”。

企业是用工主体，合理的薪资水平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是
企业留人的基本条件。眼下，更多年轻人除了希望有合理的
收入，还希望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能够得到尊重，并有个人发
展前景。因此，企业在保障员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等“硬需
求”外，也需更多强化“软福利”。比如，有的企业开出了“团
建、培训、旅游”“首席员工奖”等提升福利待遇的招聘条件，有
的企业为外地来企务工夫妻打造家庭宿舍，为员工提供更好
的食宿条件，增强员工与企业黏性；还有的企业为勤奋工作、
作出贡献的员工积极营造上升通道，给老员工发放工龄补贴，
开展新员工岗前技能集训等，让员工更有获得感、更有奔头。
这些用心举措都值得称道和借鉴。

留住员工，各级政府也应该主动作为。与大企业相
比，一些中小企业在薪酬待遇上往往不具有竞争力，有的
甚至没有能力给员工提供住宿等福利，也就更容易出现
招人难、留人更难的情况。地方政府部门要通过更多的
援企稳岗措施，帮助企业招工留人。比如，在工业集中区
建设公寓、在市区筹集空置房，低价租赁给辖区中小企业
用作员工宿舍；改扩建学校，解决外来员工的子女入学问
题等等。总之，只有将劳动者真正当作企业和地方发展
不可或缺的第一资源，用心用情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才能真正把人力资源短期效应转化为长期效应，实现可
持续发展。

花式“抢人”，
更需用心“留人”

□ 魏晓敏

本报讯（陈海霞 孙国柱 喻敏）
2月8日，巨石集团规划、总投资超百
亿元的全球最大玻璃纤维智能制造基
地项目在涟水县开工。这是继去年总
投资130亿元的捷泰新能源高效太阳
能电池片项目开工后，又一落子涟水
的超百亿元项目，为涟水“申创国家级
经开区、加快建成全国百强县”再添新
动能。

“涟水项目分两期实施，建成之后
将填补江苏省以玻纤为原料的复合材
料产业链主空白，为涟水打造以中国
巨石为链主的国际先进复合材料产业
基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开工仪式
上，巨石集团负责人表示。目前，巨石
高性能玻纤制造基地项目和捷泰高效
太阳能电池片、今世缘南厂区技改等3
个百亿元项目，正重塑涟水产业结构，
引领构建新发展格局。

涟水今年持续聚焦重特大项目攻
坚，在前不久召开的“新春第一会”上，
明确提出高举“工业强县”大旗，大力
实施“2233”发展战略，充分发扬“四
敢”精神，实施招商引资突破、项目建
设提效、骨干企业培育、技改扩能升
级、科技创新赋能、质量强企等“六大
行动”，加快推动形成“百亿领航、10亿
带动、亿元支撑”项目矩阵；深化“四
最”营商环境建设，打造“涟快办”品
牌，推出“营商环境10条”服务承诺
2.0版。

涟水又一超百亿元
重特大项目开工

从 1500 元 的 4 盘 海
鲜，到20元6根的油泼面，
再到 58 元不见荤腥的烩
菜……这段时间，旅游景
区周边商家宰客的话题在

网络上挥之不去。如何严惩景区宰客害群之马，成为摆在人
们面前一道绕不开的难题。

春节前后，旅游业迎来了久违的人气。人们南下北上、
东奔西走，海滨游、冰雪游、乡村游等火爆场景让商家感到
惊喜。但个别商家抱着“九个月磨刀，三个月宰羊”的陈旧
思维，高高举起宰客的“刀”，无疑严重伤害了游客的感情，
令旅游体验感大打折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
的评价很快迅速扩散，不仅是当事游客会缩短行程、压低预
算，更多的游客也会望而却步，在游客利益受损的同时，商
家也会失去客源。

“一粒老鼠屎，坏了满缸酱。”看似偶然的宰客事件，伤害
的不仅是游客、商家，而是整个景区，甚至是一座城市。游客
也许无法记住他们入住的旅馆、就餐的饭店，但却记住了遭遇
宰客的景点、景区，记住了有过不适体验的城市。针尖大的窟
窿能漏过斗大的风，一个商户的贪欲就能让景区招牌蒙尘，让
整座城市名誉受损，而且这种印象一旦被标签化，可能努力好
多年都难以弥补。

不断爆出的景区宰客事件对整个旅游行业也是一种无形
的伤害。旅游行业是疫情后率先复苏的产业，对于恢复人们
的消费信心，提振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宰客
则是整个经济复苏旋律中极不和谐的音符。据中国消费者协
会近日发布的《2023年春节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春节期
间，消费者的吐槽点主要集中于文化娱乐、餐饮消费、景区旅
游3个方面，个别景区非法宰客的乱象，已经引起了文旅部门
的注意，并将加强管理和整治力度。希望有关部门对景区周
边消费宰客、强制消费等行为进行集中打击，严惩害群之马，
促进旅游及周边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严惩景区宰客害群之马
□ 胡 波

近日，有网友称参加一旅行团时被强制购
物，不达消费标准导游就不给住宿房卡。当地
通报称，已对相关旅行社、导游立案，并将对其
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从严查处。

随着旅游市场回暖，相关监管部门一定要
提防“旧疾”回潮。只有行业规范运营，才能给
游客绘就更多美好的“诗和远方”。如果任由
违规违法行为蔓延，伤害的将不仅是游客的心
情，更是旅游业自身。 孟亚生/文 洪琥/图

别让“强购”伤了“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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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泰州市的页岩油井溱页2HF井于
2022年9月自喷生产141天，累产原油超万
吨，成为苏北盆地单井日产最高、累产破万
最快的页岩油井。图为8日，中国石化华东
石油局泰州采油厂职工在页岩油井现场巡
回检查。 沈志军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