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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而行、提“质”奋进

南京努力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市长讲述三张“缩影”背后故事
谈到科技和产业创新如何融入和服务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时，陈之常分享了
区域协同背景下的三张“缩影”。

第一张“缩影”是一个跨区域创业的故
事。“有一个甘肃小伙子，毕业于南京的高
校，创立了‘苏青合伙人’青创服务生态链
品牌，他把南京的高校院所、高新技术企业
等资源与长三角、都市圈城市深度对接合
作。”陈之常介绍，“苏青合伙人”累计服务
培育各类企业1500余家，同时联动长三角
50多所高校达成合作。

第二张“缩影”是一幅创新生态的图
谱。将南京都市圈科技创新资源，集成到
一张可视化的生态图谱上，目的就是促进
技术需求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精准对接。目
前已累计征集企业技术需求和解决方案近
3500项，促成技术合作成果近400项。

第三张“缩影”是一处产业集聚的载
体。在南京和滁州交界处，有一个顶山—
汊河轨道交通产业发展集聚区，以江北新
区的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为中心，
已经形成包含138家企业的配套完整、高
效稳定的轨道交通产业供应链，已经有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24家。

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好
全省排头兵

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邓智毅表示，将
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引领高质量发展，
全力争当全省“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
向开放枢纽”排头兵。主要从三个方面推
进工作。

一是全力打造制度型开放的新高地。
继续用好“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试点”金字招牌，创造更多引领性、标志
性制度创新成果。二是全力塑造内外联通
的新优势。以禄口机场三期建设为重点，
扩大和引进更多基地航空公司。进一步提
升中欧班列开行质效。推动12.5米深水航
道全天候通达南京。三是全力培育开放型
经济的新动能。进一步挖掘开拓服务贸
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这些新的风口。

加快建设具有南京特色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

南京市副市长吴炜表示，将持续聚焦产
业强市战略不动摇，加快建设具有南京特色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主要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巩固提升支柱产业。加快企业技
术改造和工艺提升，让支柱产业能够更快

地实现焕新升级。二是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继续巩固放大优势产业，积极瞄准智
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装备等领域，力争再
创一批国家级产业集群。三是加速布局未
来产业。将瞄准合成生物、商业航天等领
域，着力培育产业链条。四是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
价值链高端延伸。

紧扣两大关键词，因地制宜
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南京江北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吴勇强表示，江北新区将重点紧扣“创
新”和“产业”两个关键词。

“创新”，是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
的首要特质。进一步发挥高能级科创平
台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探索数据跨境安
全管理等试点，力争在数字贸易、绿色贸
易等领域形成更多引领性、集成化制度创
新成果。

“产业”，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根
基。继续推动更多工业企业“智改数转网
联”，着力培育更多国家级、省级示范性智能
工厂，持续增强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助力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提
升，做好三件事

南京将如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
力产业科技创新发展？南京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钱维表示，第一件事情，为科创
企业搭建产业链对接平台。积极打造产业
链供应链对接平台，推动大中小企业供需
精准对接。第二件事情，为科创企业打通
融资堵点。将持续梳理各类企业，特别是
科创型、初成长型企业的资金需求，帮企业
解决难题。第三件事情，为科创企业拓宽
引才渠道。将持续为企业和高校院所搭建
桥梁，驱动创新要素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强
调“四个突出”

通过一年多的国家级科创金融改革试
验区建设，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功能有效
彰显。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操文荣
说，在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过程中，
突出政策供给和要素保障，出台科创金融
高质量发展12条等。突出流程再造和服
务创新，制定科创金融专营组织标准。突
出痛点疏解和靶向改革，实施企业信用报
告替代上市合规证明改革，有效降低企业
上市成本等。突出区域特色和产业协同，
实施金融服务“一行业一方案”。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南
京正阔步向“新”而行，聚力提“质”
奋进。

5月 16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举行“坚定信心、鼓足干
劲、勇挑大梁——奋力书写‘走在
前、做示范’新答卷”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活动第一场：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创新，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阵地。南京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之常作主发布。南京市和有
关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也分别就媒体
关心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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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省会城市，南京始终以强烈的答卷意
识和责任担当，努力把“强富美高”的宏伟蓝
图转变为美好现实。

在“经济强”上，2023年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达1.74 万亿元，较2014年翻了近一番，位
居全国十强，人均GDP居省会城市第一，地均
GDP居14个特大城市之首；高新技术企业增
长近十倍、突破1万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居全省第一。

在“百姓富”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4年的3.7万元提高到7.2万元，年均增长
7.6%；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连续6年居全省第

一，14次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在“环境美”上，2014年以来，全市空气质

量优良率从52.1%提高至81.9%，地表水水质
优良断面比例连续五年保持100%、稳居全省
首位；长江生态岸线占比由 66.2%提高到
80.3%；新建成过江通道5条，新开通轨道交
通294公里，山水城林的城市魅力更加彰显。

在“社会文明程度高”上，博物馆建设成
效获点赞，仙林街道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
验”先进典型，涌现出钱七虎等一批全国道德
模范，国际和平城市、世界文学之都品牌影响
力不断增强。

陈之常介绍，当前，南京牢牢把握高质
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
业创新，努力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阵地。

一是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推动
紫金山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取得更多
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加快原子极限微制
造、基因及细胞仿生等大科学装置预研培
育，构建 30 家左右全国重点实验室方
阵。把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
业和产业链上。

二是厚植产业强市“新动能”。实施一
批总投资超千亿的增量项目，引领石化、钢
铁、汽车、电子信息四大支柱产业焕新升
级。打造万亿级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集群，
推动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
等发展壮大，抢占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未来
产业新赛道。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三是争当绿色转型“引领者”。加快新
时代美丽南京建设，全面构建绿色低碳发
展政策体系。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
色技术推广应用，加快创建一批绿色工厂，
培育一批绿色发展领军企业，发布一批绿
色低碳应用场景，打造省级绿色低碳服务
业集聚区，促进传统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
用，打造新能源汽车友好城市。

四是激活改革开放“源动力”。深入推
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科技人才评价、科技体
制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国家科创金融改
革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体系。全面融入和服务
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
略，放大“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
叠加优势。

多个“第一”
努力把“强富美高”的宏伟蓝图转变为美好现实

向“新”而行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将做好四大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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