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3版）现代服务业呈现传统
升级，科创、旅游、生产服务等新兴业
态蓬勃发展良性互动格局，服务业增
加值增速连续多年高于GDP增速，总
量位居盐城各县（市、区）第一。

在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严重影响
下，东台有38家龙头企业销售逆势上
扬，27 家订单同比增加，一大批企业
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深度转型，在大风大浪中“扛得住”“活
得好”。

东台城大了、东台城美了、东台
城更宜居了，这是每个东台人的真
切感受。家住八林新寓的百岁寿星
郑老太 6 个儿子个个孝顺，自从老太
90 岁过后，儿子儿媳每年都要带着
她看东台，看了何垛河七里漾、串场
河、结发街，游了西溪天仙缘、黄海
森林公园、条子泥大堤……老人如
数家珍。她说，现在的东台处处是
景，真好玩。

以精致理念做美做精人性化城
市、人文化气息、人情味生活，东台城
更有看头更有玩头了。城市规划区

“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格

局初步形成，“一城四区”各具风采。
何垛河洗去历史铅华，七里漾先导区
惊艳亮相，双螺旋造型基因桥、复古空
中餐厅、书吧、亲水平台等已成为市民
争相打卡的网红胜地。串场河“水上
走廊”展现田园风光，绘就自然和谐
的人文画卷。特色镇区与美丽乡村
竞相发展，从堤西里下河水乡到沿海
滩涂湿地，移步换景，文化周黄、渔村
巴斗、水墨临塔、艺术红庄、乡愁甘
港、生态方东、甜蜜八里……一个个
独具魅力的特色田园乡村汇成一幅
幅动感画卷，从“8 镇 11 村”到“7 镇 7
村”，展现浓郁地域特色和澎湃内生活
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继续走在
全国前列。

聚焦老百姓最关心事项“补短
板”，围绕老百姓切身感受“强功能”，
市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分批次
实施市区路网更新，消除了跳跳路、搓
板路；着力推进棚户区改造，着力推进
老旧小区提升，新桥、景范、红兰、茶
城、林城等109个老旧小区焕然一新，
实施城市社区三年行动计划，完善医
疗、幼托、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5分
钟社区便民圈”“15 分钟城市生活
圈”，惠及市民群众。做大 28 个新型
农村社区规模，天然气、污水管网、农
村公交等“6+10+N”设施配套全面升

级，布局养老、医疗、托幼等功能性业
态，让农民群众住在乡下胜在城里。

近年来，东台每年超 80%的公共
财政支出用于民生事业。25067名低
收入农户全部脱贫，36个经济薄弱村
全部摘帽。东台入选“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

在东台市人大常委会档案室，一
份《严禁化工等污染项目进入沿海地
区的议案》见证了17年。东台兼具海
洋、湿地、森林三大生态环境系统，自
然湿地保护率达 64%。呵护这片生
态净土，东台先人一步、一以贯之把
绿色理念落实在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从坚持不懈实现“全域零化工”
到花大力气实施退渔还湿、生态修
复，历届党委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一
棒接着一棒跑！

东台沿海被誉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中国样本，最为出彩的是建设 720
亩高潮位候鸟栖息地。在沿海摸爬滚
打 11 年的东台沿海湿地旅游度假经
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卫国坦言，
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环境，一开
始只是对“守护这片共和国最年轻土

地”有一种责任。申遗成功后，东台以
世界的眼光植入更高标准，联手北京
林业大学、复旦大学及红树林基金会
等，逐步走出了一条“政府+科研+公
益组织”的湿地生态修复之路。“仅在
条子泥湿地安装的监控就有 272 个，
就是要做到保护珍稀鸟类、保护湿地
环境无死角。”跑滩涂看飞鸟，已成这
里工作人员的习惯。他们在观察中
发现，高潮位时，在滩涂上觅食的候
鸟就要到大堤内侧寻找落脚栖息之
地。2020年春节，通过与承包鱼塘的
渔民协商，退渔还湿、营造鸟类生态
环境。4 月候鸟春迁之始，这处候鸟

“俱乐部”就建成投运了。如今，与大
海一堤之隔的720亩高潮位候鸟栖息
地已经成了鸟类避潮休憩的“家园”。
大潮涌起，成千上万只鸟飞越海堤，落
脚栖息。

绿色转型，探路先行。东部世遗
风光、西部人文历史、中部田园乡村各
具风韵。最美海湾条子泥吸引全球百
万只珍稀候鸟到此栖息，全国沿海地
区最大的平原人工生态林，获评首批
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和国家生态环境科
普基地，东台荣登“中国天然氧吧”城
市榜。一座精致精美、宜居宜游的健
康城市新地标正在崛起。

张一峰 记者 王继涛 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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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版）我市扎实推进产业绿
色发展转型升级，积极培育绿色低碳
优势产业集群，不断提升全产业链价
值，厚植绿色制造“底色”。

市委八届三次全会召开后，我市
把企业作为绿色制造之城的“细胞”，
专题研究全市“专精特新”企业培育，
全力锻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加快行业发展低碳化、制造过程清
洁化、资源利用高效化，全力推进企业
绿色低碳发展。

“近期完成的2021年度我市工业
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显示，全市
规上企业亩均开票销售、亩均税收同比
分别增长29.6%、24%。”市有关部门日
前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很好诠释了我
市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严格要求。

“打造全省数字产业新兴增长极、
长三角数字治理示范高地。”8 月 18
日，我市召开全市数字经济发展推进
会，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落实“双碳”
战略、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的重
要举措。同时，我市出台《推进企业智
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十百千万”工
程实施方案》《盐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全力跑出数字经
济发展加速度。

“盐城制造”正在向着“盐城创造”
“盐城智造”跃迁，绿色制造之城渐行
渐近。

8月27日，我国在建规模最大的

液化天然气储备基地——中国海油盐
城“绿能港”一期扩建工程 10 号储罐
第12层标准墙体混凝土浇筑完成，这
标志着全球单罐容量最大的6座27万
立方米储罐外罐墙体全部浇筑完成。
项目整体投产后，LNG年处理能力达
600 万吨，可实现减排二氧化碳 2850
万吨、二氧化硫23.25万吨，相当于植
树6000万棵。

位于大丰近海海域的盐城国能
H5海上风电场，海风猎猎，叶片转动，
源源不竭的电流通过海底电缆汇流至
升压站，接入电网后点亮万家灯火。
该风场自去年 12 月全容量并网发电
以来，发电量超 2.9 亿度，可满足约 8
万户城市家庭一年用电量，风机可利
用率达98.7%。

在江苏瑞晶太阳能科技公司，外
挂蓝色幕墙的厂房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这可不是普通玻璃，而是可以发
电的光伏玻璃。”公司总经理罗发介
绍，厂房外立面光伏幕墙的可发电量，
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光伏电站。

近年来，我市实施“风电与光电立
体布局、开发与制造联动发展”战略，
将自身产业纳入世界产业分工链条
中，在世界新能源产业版图中嵌入“盐
城坐标”。

如今，全市有 145 家新能源产业
规上企业，构建基本覆盖资源开发、装
备制造、科创研发、配套运维等全产业
链生态体系。今年上半年，盐城光伏
装备企业实现开票销售467.96亿元，
增 长 203.24% ，占 新 能 源 产 业
74.57%。全市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1222.6万千瓦，占全省26.4%。

远景新上7兆瓦至11兆瓦主机制
造项目、长风海工规划建设海工装备
预安装基地、中车时代即将投产百米
级叶片……面对疫情影响和风电“平
价时代”的到来，盐城新能源产业激发
出更多绿色动能，正是得益于“产业
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十四五”期间，盐城将全力推动
新能源产业迈向两个“2000”蓝海，到
2025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达2000万千
瓦，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规模达2000
亿元，努力为全球清洁能源发展贡献
更多盐城力量。

家门口、校门口、站台旁……口袋
公园遍布盐城街头。口袋公园虽然袖
珍却“五脏俱全”，已成为周边居民休
闲好去处，也为城市景观增添了亮色，
更是靓丽都市的“金角银边”。

始建于1983年的万户新村，曾经
屋面渗漏、排水不畅、违建成片，是典
型的“老破旧”小区。如今的万户新村
全面改善，小区内增铺草坪1500平方
米，并运用新技术对垃圾中转站进行
封闭化改造，居民安全感、幸福感得到
全面提升。

2022年，我市计划改造老旧小区
149 个，涉及 41667 户，总建筑面积
455.74 万平方米。截至 8 月 25 日，全
市所有改造项目已全部进场施工，16
个改造项目基本完成改造任务。

粉墙黛瓦、竹篱花香，崭新的楼房
错落有致……在盐阜大地，一个个新

型农村社区花团锦簇、产业兴旺，成为
亮丽风景线。全年，全市两万户的改
善农村住房目标，今年上半年已完成
1.1万户，完成年度目标计日以待。

盐都区潘黄街道仰徐村大力发展
高效农业，每年接待游客近万人。大
丰区大中街道恒北村村庄规划布局合
理，建筑美观质朴、错落有致，体现了
苏北特有的建筑风貌。东台市梁垛镇
临塔村，是古老美丽神话传说“天仙
配”的起源地，前不久获得“江苏最美
乡村”称号……

今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达
78.7%，20项为民办实事项目由人大代
表投票确定，投资过半、推进扎实。持
续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资源供
给。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76
元，增长5.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
长4.8%、6%，均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按照市委八届三次全会部署，我
市将聚焦美丽内涵、顺应群众期盼、彰
显盐城特色，以优化空间布局为基础，
以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以绿色低碳
发展为支撑，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创造高品质绿色幸福生活。

黄海滩涂，尽显“国际湿地”的独
特魅力；千里海疆，满眼皆是“沿海绿
城”的壮丽美景。只要紧紧围绕“勇当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定
位，主动扛起责任，加快建设绿色低碳
发展示范区，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
趋势，锚定全年目标全力实现最好结
果，必将书写属于盐城的绿色传奇。

记者 吕正龙

用“绿色钥匙”破题“碳路先锋”

坚持生态惠民，建设绿色
宜居之城

致力赋能未来，建设绿色
能源之城

东台：点绿成金砥砺行

城市能级，在功能重塑
联动发展中大幅跃升

生态环境，在由表及里
深度优化中积聚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