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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江苏沿海可再生
能源技术创新中心重大项目落
户盐城，将助推盐城更好地融入
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体系，加快新
能源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品牌
化发展。

迎风沐光，绿能澎湃。产业
基础坚实、开发应用全国领先、海
上风电全国领跑、风电链条全球
领先、光伏规模全国首位、龙头企
业领航作用凸显……“风光名城、
绿能之都”，盐城坚定不移将新能
源作为盐城的名片产业来打造。

以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
为总抓手，我市不断擦亮绿色能
源名片，积极推进“风光火气氢”

“源网荷储”一体化开发、一体化
布局。科学有序推动绿电资源系
统化、规模化、集中化开发，截至
2023年 11月底，盐城新能源发
电装机容量1380.1万千瓦，同比
增长10.6%，占全省新能源发电
装机容量的21.6%；全市新能源
累计发电量249.8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3.6%，占全省新能源发电
量的26.4%，占盐城全社会用电
量的57%。

一排排风机迎风转动，一片
片光伏板向阳而生……在射阳港
低（零）碳产业园，随处可见绿能
涌动的生动场景。依托风光富集
资源、风电完备产业等优势，射阳

港低（零）碳产业园与龙源、华能、
中广核等头部企业合作，建成近
海装机容量70万千瓦、陆上99.7
万千瓦、集中式光伏电站15.2万
千瓦，年发电量37亿千瓦时。

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
是实现省委赋予盐城勇当沿海地
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定位的

“破题之钥”。制胜新赛道，盐城
举全市之力加快推进低（零）碳产
业园建设。

盐城在全省先行先试低（零）
碳产业园建设，成立零碳园区标
准体系建设和国际认证联盟，3
个低（零）碳园区和市开发区列入
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盐城
高新区创成国家级绿色工业园
区，大丰获批“双碳监测体系构
建”国家级试点，积极推动黄海湿
地生态资产投融资模式创新，带
动碳汇融资16亿元，盐城作为全
省唯一的设区市入选国家首批碳
达峰试点城市、“双化”协同转型
发展综合试点城市。

以入选全国首批碳达峰试点
城市为契机，当前盐城先行先试、
探路领跑，正全力打造世界风电
装备产业集群、全国晶硅光伏产
业集群、沿海绿色氢能产业集群
和长三角新型储能产业集群，由
此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现“双碳”行
动力的一扇重要窗口。

规整的农田，阡陌纵横的
机耕道，伸向远方的沟渠……
在明媚的冬日阳光下，亭湖区
便仓镇金陈村的“良田美景”
尽收眼底。通过农户田块互
换，调整农田布局，零散田块
连成了一大片，田地四周也没
有了泥泞的田埂，取而代之的
是硬化的水渠。整理出来的
大片农田，成了抢手的“香饽
饽”，种粮大户们争着流转。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了
24 个全国农村改革典型案
例，亭湖区创新“小田变大田”
改革探索解决土地细碎化问
题有效路径案例入选。亭湖
版“小田变大田”日渐成为惠
民利民的“金字招牌”，截至目
前，该区已在14个村进行推
广，覆盖 5721 户农户共计
35552.11亩承包地，粮食种植
面积增长6.3%，土地产出率、
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都
得到了显著提高，全区建成高
标准农田37.9万亩，高标准农

田占比达75%。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
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作为长
三角中心区城市中农业总产
值唯一超千亿元的城市，盐城
始终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
大者”，发挥好“空间大、生态
好、农业强”的优势，全力打造

“东部沿海大粮仓”。
2023年，全市粮食产量

预计达143.8亿斤，创历史新
高，连续9年超140亿斤。盐
城作为全省唯一的设区市入
选第四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创建名单，“小田变大
田”改革做法被中央一号文件
吸收推广，响水创成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滨海陶湾海洋牧场
创成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围绕提高农业产业链
韧性和竞争力，我市加快培育
壮大一批创新能力强、市场拓
展力强、综合实力强、带动作

用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入
选首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1个、首批国家乡村振兴示
范县1个，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7个，拥有规模以上农业龙头
企业1830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7300余家。优质粮油、绿
色蔬菜等6条重点产业链实
现前延后伸，“1+9+N”品牌
体系初步构建，农产品加工产
值超3600亿元。

和美乡村，宜居宜业。我
市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公共服务延伸，发展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打造生态富
民廊道，努力建设宜居宜业的
新时代农村。2023年，全市
改善农民住房1.9万户，建成
农村生态河道1159公里，完
成农村改厕9.6万户，1镇6村
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镇村。新创成省级特色田
园乡村13个，总量达83个、
全省第二，射阳、滨海、盐都入
选第二批省数字乡村试点。

在新能源领域，盐城已形成了全产业链，装机规

模、装备制造走在了全国前列；在农业领域，盐城是长

三角中心区唯一农业总产值超千亿元的城市，是长三

角的“米袋子”“菜篮子”；在生态领域，盐城加快建设

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世界自然遗产、国际湿地城市

这两块世界级“金字招牌”熠熠生辉……

对于盐城而言，绿色能源、现代农业、美丽生态是

城市的“三大名片”，也是扛起“国之大者”的使命担

当。当前，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盐

城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

道路，不断发挥自身优势，在牢记国之大者、彰显城市

地位上实干争先，展现清洁多元的能源体系、农业的

重要份额及独具优势的生态禀赋，持续深耕厚植，实

现更高层次发展，为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多作贡献。

擦亮世界自然遗产、国际
湿地城市这两块世界级“金字
招牌”，东台条子泥、大丰川东
港成为全国美丽海湾，麋鹿、
丹顶鹤、勺嘴鹬湿地“吉祥三
宝”成为世遗“闪亮名片”，一
个面朝大海、鸟语花香的“城
市客厅”汇聚八方宾朋。

“国际湿地”和“沿海绿
城”的浪漫叠加，让盐城成为
万物共生、万鸟翔集的湿地之
城，更成为市民惬意栖居的诗
意家园。优良的生态环境正
成为盐城最大的发展优势和
竞争优势。

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
展之路，更大力度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2023年1
至11月，全市PM2.5浓度26.6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率
82.2%，均居全省前列。国、省
考 断 面 水 质 优 Ⅲ 比 例 达
94.1%、100%，建成幸福河湖
135条，全省领先。近岸海域
水质优良面积比例创历史新
高，达94.5%，超年度目标任务
31.5个百分点。

加快“生态岛”试验区、生
态安全缓冲区、美丽海湾、幸福
河湖建设，持续推进国土绿化，
加强湿地修复，盐城生态系统
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
升。盐城首获全省自然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模范市，条子泥、蟒
蛇河入选全省最美生态保护与
修复案例。大丰川东港入选全
国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大力推

进盐碱地造林试点工程，全市
共完成盐碱地造林4335亩。

构建湿地保护和运行可持
续发展的新模式，为全球生态
治理探路。全市受保护湿地面
积达41.6万公顷，湿地保护率
达 54%，自然湿地保护率达
62.4%。目前统计到生物物种
3308种，记录鸟类达436种，占
全国鸟类种类的30.17%，珍稀
濒危鸟类共计117种。2023
全球滨海论坛会议成功在盐城
召开，达成包括《盐城共识》在
内的一系列重要成果，成为展
示发展成效、扩大城市影响、集
聚各方资源的国际盛会。

积极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
径，生态旅游蓬勃兴起。2023

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4630万
人次，同比增长88.7%，黄海森
林公园获评全国首家零碳旅
游景区，马家荡等3个景区新
晋国家4A级景区，建湖九龙
口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东台荣获全国“两山”转
化实践优秀城市，建湖获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城市
实践基地。

东风海上来，奋进正当
时。盐城不断擦亮“三大名
片”，全面突破国家所需、盐城
所能的事项，正走出一条服务
国家战略全局、助力江苏未来
发展、彰显盐城特色优势的绿
色低碳发展之路。

擦亮“三大名片”，“盐城范”全面起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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