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和常州同为长三角中心区城市，两地
南北相望，共担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时代
使命。

同心强产业，携手促发展。2006 年，随着
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区启动合作共建，两地
的产业交往更加密集，带动常盐两地稳步高质
量发展。2021年4月，两地共建再度升级。经
省委省政府批复同意，常州盐城两市开展市级
挂钩合作，在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的基础上
共建常州盐城工业园区。

肩负打造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发展基地“智
造之核”的担当和愿景，常州盐城工业园区抢
抓发展机遇，把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作为经济
发展的“一号工程”，着力提升产业智能化、高
端化、绿色化水平，实现了从乡镇园区向产城
融合园区的转变、从传统工业园区向新型工业
园区的转型，打造成为带动盐丰一体化、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落实国家新型工业化叫得响，
走在前、做示范的标杆园区。

重大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
引擎”。立足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园区积
极发挥优势，以代理招商、驻点招商、以
商引商等形式，探索“总部+生产基地”、
基金返投、产业链配套集聚等多种模式，
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总投资3.5亿元的恒润高性能电力
电缆与接线盒制造项目主体已竣工，办
公楼开始装修；鑫泰龙自动涂装、环保废
气治理设备制造项目总投资1.5亿元，
厂房、办公楼地坪浇筑以及彩钢板搭建
均已完成，计划于2024年一季度竣工
投产……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
源、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园区全力拼招
商、抓项目，三年来共签约项目28个，总
投资255.1亿元。其中，今年1月至11
月新落户亿元以上项目15个，总投资
39.2亿元。

发展之初，园区曾面临这样的困境：
建成区项目虽然满额，但产业基础较薄
弱；拓展区还暂不具备项目落地条件。
园区果断使出盘活土地的“关键招”：向
存量土地要发展、向沉睡资源要效益，为
优质项目落地牵线引路。

聚力攻坚产业项目空间，通过破产

重组、租赁合作、闲置利用、交易购置等
方式，将用而不足、闲置不用、低效利用
的厂房土地充分盘活，全面推进园区现
有资源高效利用。今年上半年，园区充
分利用驷博电气、富奥电梯、格林保尔
等低效土地、闲置厂房，引进鑫泰龙、金
邦、乐砂、诺印 4 个项目，盘活土地
173.8亩。

江苏北特汽车轻量化铝合金零部件
制造项目，由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园区企业江苏尔华杰并增资扩股
至73.34%后投资建设。公司总经理潘
亚威说：“园区通过盘活闲置厂房和土地
资源，缩减了项目落地时间，降低了企业
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真正把服务送到企
业心里。”

在江苏北特汽车轻量化铝合金零部
件制造项目现场，第二条6500吨热模锻
生产线正在安装设备，力争2024年3月
试生产。“项目自今年3月正式签约以
来，建设不断提速。”潘亚威说，“项目分
三期实施，总投资10亿元。一期项目共
建设5条至 6条锻造生产线及配套设
备。其中，第一条2500吨热模锻生产线
今年10月已试生产。”

围绕以产兴城、以城促产，常盐工业
园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投入8000万元实施
道路桥梁、河道管网改造提升工程，其中
涉及道路10.86万平方米、绿化7.72万平
方米、桥梁5座。如今，行走在改造后的园
区内，路面开阔，绿化成景，整体形象焕然
一新。

为拓展园区生活服务功能，投入11亿
余元，先后建设科创园和人才社区。作为
园区产业培育发展链条中重要的加速区
域，高起点设计、高标准建成的科创园正
在进行装修，产业功能将不断完善，目前
已入驻企业5家、承租面积2.8万平方米。
保障人才安家落户的人才社区项目已完
成主体验收，正推进项目景观、道路等专
项工程。

升格组建以来，常盐工业园大丰片区
土地从原有的3.8平方公里拓展到9.3平方
公里，共盘活存量厂房18万平方米、土地
860余亩，实现资源要素再利用、效益最大
化。

聚焦产城融合，园区西侧，5.5平方公
里的拓展区建设迈入加速期。拓展区内安
置房项目、主干路网和河道整治等工程将
陆续竣工验收。

为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地探索从合
作共建走向一体化制度创新，目前，园区
与大丰高铁片区总体概念性规划、拓展
区控制性规划以及核心区城市设计方案
已完成编制。在教育、卫生领域，园区统
筹引进优质资源，有效服务园区企业及
周边居民。

如何实现“产城人”融合，使两地合作
共建跃上新的高度？以辐射带动工业园
周边商业、文旅融合为核心功能，高标准
配套建设“常州街”，常盐工业园找到题中
之义。

“常州街”集合了常州、盐城、上海三地
元素，涵盖商业、休闲、娱乐、文化等功能于
一体。作为园区精心打造的特色街区，“常
州街”扎实推进规划设计及招商工作，一个
文化与活力兼具的街区正崭露头角。建成
后，“常州街”预计辐射包括大丰高铁片区
在内的400平方公里区域。

格局决定高度，奋斗成就未来。时
间勾勒出一条发展与奋进的上升曲线，
见证着常州盐城工业园区跨越腾飞，变
得更加美好、更加自信。如今，园区正攀
登在发展的新高度上，必将牢记嘱托，感
恩奋进，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用奋斗创
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盐城绿色低碳
发展示范区建设，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进程中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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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是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常盐工业园紧跟
时代发展步伐，推动园区企业转型发展，
打造产业创新发展高地。

江苏谷登重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园区首批实施“智改数转”诊断分析
的企业之一。经过诊断分析，企业的多
个信息系统间较为独立，数据不能实时
共享，影响管理决策。对此，企业决定建
立多系统数据联动平台，打通数据壁垒，
同时启动建立智能化仓储，真正实现数
字化、智能化管理。

在推动首批28家企业诊断分析的
基础上，园区今年有5家企业启动“智改
数转”技改项目。目前，园区省级上云企
业累计达22家，另有6家企业获国家级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

瞄准数字园区示范样板打造的
“常盐数字园区大脑”系统，目前已全
面建成，通过“一网连全域、一屏观全
局”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将园区宣
传、招商、服务、孵化、管理和运维等多
种功能一网融合，大幅提升数字治理
能力。

下好创新“先手棋”，常盐工业园在
“攀高向新”的道路上勇毅前行。

作为传统产业飞地，常盐工业园在
常州反向建设科创飞地，在园区建设科
创中心，吸引长三角各类科创资源。目
前，已入驻科创企业97家。

园区坚持科创驱动发展，计划把
2000平方米的科创中心扩建为超1万
平方米的孵化园，加大项目落地和专业

孵化力度，注重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融
合”，更大力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打造孵化园孵化、科创园加速、生产
区产业化的产业培育发展链。

目前在常州设立的“数字常盐科创
飞地”，主导产业定位为新能源产业和汽
车产业，吸纳了产业、技术、金融等专家，
与常州多家科研单位签署了产学研合作
协议，成为盐城吸纳人才、资本、技术的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今年4月，省科技厅、常州市人民政
府、盐城市人民政府共同签订《推进常
州——盐城结对建设科创飞地合作协
议》，三方联合推进常盐科创飞地建设，
促进创新要素开放共享，推动产业链创
新链双向融合。

一方面，园区将进一步推进产学研
合作，与更多高校进行科创试点，并与重
点企业完成校企场景试点建设。此外，
继续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以创新为
核心，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另一方面，将组织开展各类项目路
演、政策宣讲、创业培训等活动，加强企
业、人才沟通交流。同时，全面提升管理
水平，为落户科创飞地的项目团队和企
业提供优质服务和支持。

目前，园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7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家、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市级创新型中
小企业18家，认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21家，引进高校博士人才40人。随着
创新布局力度加大，园区发展动能、潜能
显著增强。

图⑥：人才社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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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常盐科创园效果图

图③：江苏谷登重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

图④：园区全景图（入口处）

图⑤：常州街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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