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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运通项目

SKI动力电池项目

极智嘉仓储物流机器人

滨海LNG项目

“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主动对接以上海为龙头的
长三角城市群，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发展基地和黄海新
区。”市委副书记、市长周斌在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空间大，是盐城在众多长三角中心区城市中非常独
特、无可替代的优势。

如何化空间优势为发展优势？盐城顺应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大市场、大基地需求，创新发展思路，与上海、常
州、苏州携手高起点规划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发展基
地，全力打造长三角最佳的产业转移、创新转化、功能拓展
的新空间。

这一创新之“风”，吹动长三角一池“春水”。2022年
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支持盐城建设长三角一体化
产业发展基地”。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江苏省发改委
大力支持，常州市委市政府、苏州高新区管委会积极响应，
上海临港集团、光明集团等企业热情参与，长三角一体化
产业发展基地正成为各方携手实施国家战略、共同打造的
长三角一体化实践样板。

如果说盐城左手高高擎起的是“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发
展基地”，那么右手紧紧握住的一定是“黄海新区”，这是盐城
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创新“法宝”。

在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上，省委寄予盐城“勇当沿
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的殷切期望。盐城坚决扛起使
命担当，坚定答好打造特色优势产业、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和改善民生“五
大考题”，创造性地提出将黄海新区建成向海图强主阵地，
在这片6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谋篇布局、深耕细作，在更
高的坐标系中提升沿海发展水平。

黄海新区以上海浦东新区、南京江北新区等国家级新
区为标杆，加快建成省级园区，争创国家级园区，主动承接
国际国内重大生产力布局，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分
工，全力打造淮河生态经济带出海门户。

既谋划长远，又干在当下。在创新旗帜引领下，我市
深度融入长三角火热征程已然开启，融入长三角接轨上海
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科创成果转化基地、生态旅游康养
基地和优质农产品基地正渐行渐近。

3月8日上午，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在盐
城举办上市敲钟仪式，采用云直播的方式，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步进行，标志着“中汽股份”成功登陆深交所创业
板。这是盐城重点培育的车联网产业链的龙头企业，也是
亚洲面积最大、设施最全、技术指标最先进的第三方汽车
试验场。

“聚力打造5条规模较大、龙头突出的地标性产业链，
着力发展8条特色显著、有一定影响力的优势产业链，培
育突破10条市场发展前景较好、具有较强成长性的潜力
产业链，形成‘5+8+10’产业链梯次培育格局……”盐城
的创新发展，不仅体现在战略空间上，更体现在抓产业发
展的智慧上。

溯源知流，鉴往开新。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创新作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更加突出创新核心地位，确立以

“链式思维”推进产业发展的思路，把产业链培育作为发展壮
大工业经济的龙头性、关键性工程，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
产业链现代化，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构建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我们聚焦细分领域，梳理排出晶硅光伏、风电装备、
不锈钢、动力电池、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等地标性产业链，精
密结构件、印制电路板、石油机械等优势产业链，光电显
示、工业互联网等潜力产业链，全面构建产业生态，大力提
升发展韧劲。”市工信局负责同志说。

入选重点产业链名单的23个产业链，都是发展潜力
较大，具有较强市场增量空间的产业链。其中，晶硅光伏
产业规模从2014年的20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370亿
元，是省内光伏产业发展最快、集聚度最高地区；动力电池
产业链的SKI、比亚迪、蜂巢等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先后落
户，已建成产能30GWh、在建和签约产能106GWh、规划
产能50GWh，2025年有望突破200GWh。

翻开日前印发的《盐城市重点产业链培育行动计划》，
产业链发展目标十分明确：到2025年，23条产业链全部
超百亿元，总体规模超8000亿元，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
70%。

为达成这一目标，我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2022年
市级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2亿元重点支持产
业链培育发展，并引导产业基金加大对23条产业链的投
资支持力度，促进产业链和政策链相互支撑。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能形成良好的产
业生态，有利于产业茁壮成长。我市对标国内一流标准，
出台优化营商环境30条新政，不断提升政策“含金量”，打
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

在做优营商环境的同时，我市还为重点产业发展提供
个性化服务，抽选业务能力过硬人员，成立主导产业工作
专班，按照“专人、专职、专责、专业”的思路，以一流服务把
产业创新发展的美好蓝图刻画在盐阜大地上。

□记者 韩宝贵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

一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长三角中心区唯一的世界自然遗

产，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遗产

空白；高水平规划建设长三角一体

化产业发展基地，全力打造长三角

金色北翼；依托四大主导产业，加强

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对接，着力打

造23条重点产业链……盐城以创

新“金钥匙”打开高质量发展之

“门”，一路闯关破阵扶摇直上，昔日

的盐城，正在成为“沿海的盐城”“长

三角的盐城”乃至“世界的盐城”。

海棠为媒、文旅搭台、数字唱戏。盐南高新区去
年举办的海棠文化嘉年华暨大数据产业大会，成为
盐城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案例。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技术加速创新，各地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
略、出台鼓励政策，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
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盐城一直心中有“数”。数字产业发展起步早、
基础实、前景好，集聚了东山精密、康佳电子、立讯精
密等一大批龙头企业，电子信息产业突破千亿元、三
年实现总量翻番。位于盐南高新区的盐城大数据产
业园区，是盐城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主阵地”，也是江
苏唯一的部、省、市合作共建园区。

数字赋能成效明显。盐城全面实施“智改数转”
三年行动，工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均超过60%，智能制造联合创新中心获批工信部
中德智能制造合作示范试点，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
破200亿元。

数字治理纵深推进。我市政务云建设成效突
出，政务信息系统上云率超过60%。“我的盐城”
App累计上线便民服务超500项，下载量超400万
次，成为便捷高效的城市生活服务管家。

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
市正全面顺应数字化发展大趋势，拥抱数字化变革
大时代，坚定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光荣使命，促进制造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农业
数字化“三化”协同，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
加、倍增作用，为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激
荡新活力。

“加快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力
争到 2025 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10%以上、新增省星级企业上云数
1000家、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0个。”市科技
局负责同志介绍，我市切实提升数字产业规模能级，
做优做强盐南大数据产业园，打造全国大数据产业
示范区、长三角一体化大数据产业基地。

持续增强数字政府服务效能，拓展数字治理应
用场景，扎实推进“城市驾驶舱”建设，实现城市治理

“全域感知、高效处置、协同指挥、一网统管”，打造无
处不在、优质普惠的数字生活新图景。

将发展“小气候”融入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我
市正拓展新空间、竞逐新赛道、赋能新未来，奋力谱
写“强富美高”新盐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两大载体”，拓展发展新空间

“链式思维”，澎湃发展新动能

“数字赋能”，
激荡发展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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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思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