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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江苏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其中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5%以上，并部署十大重点工作，体现了江
苏“挑起大梁”的责任担当。徐州如何挑起大
梁、多作贡献？在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期
间，江苏省人大代表、徐州市委书记宋乐伟接
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采访。

作为省“1+3”重点功能区的独立板块，徐
州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省两会精神，锚定高质量建设淮海
经济区中心城市目标定位，坚持工业立市、产
业强市不动摇，着力构建具有徐州特色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加快迈向万亿级城市俱乐部，在
江苏“走在前、挑大梁、多作贡献”中彰显徐州
担当。

一是以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夯实经济运行
“压舱石”。坚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拼经济、
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在去年“招大引强突破年”

的基础上，部署开展“招商引资质效提升年”行
动，全力推进年度实施的25个省重大项目和
221个市重大产业项目，统筹抓好300项工业
技改、148项重点基础设施和100项服务业投
资项目，力争年内新招引落地10亿元以上项
目100个、百亿级项目实现新突破，确保年内
GDP增长6%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二是以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挺起实体经济
“硬脊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抓实体经济一
定要抓好制造业”的殷殷嘱托，进一步树立大抓
产业、重抓制造业的鲜明导向，深入实施“343”
创新产业集群十大行动计划，前瞻布局“5+X”
未来产业体系，统筹抓好优势产业做强、新兴产
业壮大、特色产业提升，着力打造工程机械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国家新型能源体系示范城
市，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主
体、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三是以建设区域科创中心锻造创新驱动
“强引擎”。抢抓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和徐州科创圈建设重大机遇，坚持教育、
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加速推动

“四链”深度融合，突出抓好云龙湖实验室、高
端工程机械及核心零部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

“五大平台”建设，持续放大“彭城英才计划20
条”聚才效应，打造形成创新型企业“雁阵式”
发展格局，构建以企业为主体、需求为牵引、产
学研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推动区域科
创中心释放更强的磁场效应。

四是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
“新活力”。坚持“把企业事当自家事、把企业
家当自家人”，一体推进作风建设和营商环境
优化，聚焦企业全周期、产业全链条优化服务，
深入实施培大育强工程、企业上市“鹏程计
划”，培育更多链主企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

“小巨人”，力争年内净增“四上”企业1500家，
新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0家、上市
企业5家，让“贴心交流、暖心服务、真心惠企”
成为徐州服务企业的鲜明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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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徐州市委书记宋乐伟：

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为全省“勇挑大梁”作出更大贡献

省人大代表林玮建议：
成立江苏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联盟

对于江苏来说，数字化转型是全方位的。
省人大代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副
教授林玮认为，江苏省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仅
是技术的革新，更是一场涉及管理理念、企业
文化、市场布局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变革。

对此，林玮建议，成立江苏省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联盟机构，汇聚行业协会、领军企业、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力量，形成多方协同的
组织架构，承担建立与完善数字化转型的行
业标准和规范，推动江苏省制造业的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等职责。

“江苏是经济强省，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
和雄厚的技术储备，具备推动产业链协同发
展与技术驱动的独特优势。”林玮说，未来江
苏要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协同发展与技术储
备。

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龙头企业的发展战
略，也是众多中小企业的迫切需求。林玮建
议，差异化推进江苏省中小型制造企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可以首先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专项行动，推广适合中小企业的数字化
产品和服务，鼓励信息技术企业开发适应中
小企业特点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推进数字经
济发展，江苏应该在高端装备、高端传感器、
芯片、新材料等战略性领域，进一步加强关键

技术的研究与攻关，以巩固和提升我们在全
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林玮说，要加快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进行顶层
设计和战略规划。

省政协委员毕丰书建议：
苏南苏北苏中差异化打造数实

融合模式

“十四五”时期是江苏数实融合发展的重
要阶段，如何优化融合之道？

省政协委员，民盟淮安市委会主委、淮安
市政协副主席毕丰书建议，要优化顶层设计，
明确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目标。根据
调研，他认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内容要体现出差异性，“要根据苏南、苏北和
苏中不同区域的产业发展、区位条件、核心要
素来打造有独特竞争力的发展方式与融合模
式。”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要有目标、
有重点地推进。”毕丰书认为，要结合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选取关键技术、优势行业、重
点企业大力突破，以点带面，起到示范引领作
用。他还特别提到，可以通过吸引总部企业、
核心配套环节和先进要素集聚江苏，在集成
电路、物联网、核心信息技术等领域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高地。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致公党江苏省委会
递交了一份集体提案，建议江苏加快培育长
三角高水平数字产业集聚区。该份提案指
出，在数字产业方面，长三角地区抢先布局，

逐步形成了集成电路、机器人研发制造、智能
制造、云计算等数字核心产业及相应的数字
产业集群，对标先进数字产业集聚与高水平
数字产业集聚区的要求，建议江苏要强化顶
层设计，完善监管体系，并坚持以特色为先、
差异化发展理顺高水平数字产业集聚区的产
业布局。

省政协委员周国翠建议：
大力培养“首席信息官”满足企

业需求

链主企业作为产业链的“牛鼻子”，发挥链
主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是提升产业链整体数
字化水平的重要抓手。

省政协委员，民革泰州市委会主委、泰州
市政协副主席周国翠认为，在加快推进数字
经济发展中，要发挥“链主”企业头雁效应，着
力推进各领域“链主”企业的智能化改造、数
字化转型，以点带面，推动相关“链条”企业稳
步、有序改革。

周国翠建议，在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首席信息官”的培养至关重要。“要以市
域为单位，相关部门以本地产业链和创新链
为基础，绘制‘智改数转网联’人才需求图谱，
促进校企合作，推动联合培训，依托专业高
校，重点培养适合本地企业发展需求的‘首席
信息官’。”

周国翠还建议，省级层面在人才招引的方
向和政策上，也要向智能制造领域倾斜，鼓励
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各地服务商体系建设。同

时，定期开展服务商资质和服务案例评估，推
动服务商体系更加契合本地需求，帮助企业
更主动、更科学地“转”。

省人大代表卢明立建议：
抢抓AIGC机遇，打造数字经济

的核心引擎

当下全球最火热的新技术正是人工智能
（AI）。

“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要更大力度
发展数字经济。以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新型
工业化，积极构建特色化行业大模型，打造人
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省人大代表、江苏
天明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明立表示，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将为数字
经济发展提供核心驱动力。

“发达国家已从过去的人工智能1.0时代
进入2.0时代，进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
时代。”在卢明立看来，AIGC将成为赋能千行
百业的新平台，将提供一个生态级的创业机
会窗口，未来不可限量。

然而，目前AIGC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
如何加快AIGC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卢明立建议，江苏产业发达、院校质量高、
跨国企业多，可以对制造业的AIGC试点单位
给予专项配套支持，对外向型制造企业给予
AI转型的帮扶。对有出口需求的企业，建立
省级 AIGC 出海中心，给予全链路、系统支
持。此外，建议成立人工智能创投引导基金，
给予人工智能全生态产业链的支持。

“苏大强”数字经济如何一路“繁花”？
代表委员带来这些好建议

金陵城中观融合，姑苏城外看创新，作为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
对江苏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2024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要大
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更大力度发展数字经济。

近年来，江苏紧锣密鼓部署数字经济发
展，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
江苏制造正加快实现“数智蝶变”。1月 25
日，多位代表委员聚焦数字经济发展，为江苏
数字经济继续一路“繁花”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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