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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摘录

加快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

徐州打造江苏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

作为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近年来，徐州
以亮眼的成绩展现了振兴转型的发展“新貌”。5
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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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
加快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打造江苏高质量
发展强劲支点。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剑锋作
主发布，徐州市和有关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分别就
媒体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聚焦四方面
看老工业城市的特色转型之路

建设“三中心一枢纽一高地”
高水平绘制“中心城市”图景

王剑锋介绍，徐州围绕“强富美
高”宏伟蓝图，坚持不懈推进转型
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徐州特色的
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振兴转
型之路，先后获批国家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

通过推进产业转型，实现了
“实力指数”的持续提升。坚持传
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培育并举，
产业发展量质齐升，工业开票销售
收入平均增速超过10%，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比提升40%以上，高企
数量翻了近两番，工程机械入选首
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3年跃
居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第 22 位，
经济总量达到 8900 亿元、连跨两
个千亿元台阶。

通过推进城市转型，实现了“宜
居指数”的持续提升。徐州每年实
施一批强功能、补短板工程，地铁
三条线路已经并网运行，高架快速

路成环成网，改造棚户区和城中村
超过8000万平方米，建成开放式园
林绿地 240 个，治理易涝积水点
125个，中心城市吸引力显著提高，
外地居民到中心商圈消费比例、到
徐州市区购房比例均达到30%。

通过推进生态转型，实现了“绿
色指数”的持续提升。徐州统筹抓
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单位
GDP 能耗比 2017 年下降 23%，空
气质量改善幅度全省最大，去年国
省考断面优Ⅲ比例达到97.7%，采
煤沉陷区累计治理修复比例达
72.9%，林木覆盖率连续五年全省
第二，摘得联合国人居奖，“一城青
山半城湖”这张名片可观可感。

通过推进社会转型，实现了“幸
福指数”持续提升。徐州每年拿出可
用财力的八成用于民生建设，居民收
入六年增长51.7%，三级医院数量达
24家，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马庄经
验”影响广泛，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王剑锋表示，迈上新征程，徐州
将把转型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得更
好，高质量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
市，打造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
点。具体来说，就是建设“三中心
一枢纽一高地”。

第一个中心是建设区域经济中
心，打造产业支撑力更强的“支
点”。近几年，徐州经济总量占淮
海经济区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上，
还需要不断做大自身体量。下一
步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围
绕建设“343”创新产业集群，做强
工程机械、绿色低碳能源、新材料
三大优势产业，发展数字经济、集
成电路与ICT、医药健康、安全应急
四大新兴产业，巩固提升精品钢
材、高端纺织、食品及农副产品加
工三大特色产业，稳固中国工程机
械之都地位，持续推进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和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建设，
2025年迈入GDP万亿城市行列。

第二个中心是建设区域科创中
心，打造创新驱动力更强的“支
点”。统筹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议
程创新示范区和徐州科创圈建设，
打造云龙湖实验室、高端工程机械
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
台，培育更多制造业单项冠军、专
精特新“小巨人”，建强国家创新型

城市、“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助推
江苏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
科技创新中心。

第三个中心是建设区域教育文
化中心，打造文化软实力更强的“支
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
展，完善区域教育协同发展机制，放
大“学在徐州”教育品牌影响力。传
承保护徐州历史文脉——彭城七
里，打响“国潮汉风”“快哉徐州”文
旅品牌，构建世界级汉文化重要交
流窗口和区域精神文明高地。

一枢纽是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
交通枢纽，打造集聚辐射力更强的

“支点”。推进中心城市对外交通、城
际交通、都市圈交通高效衔接，构建
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着力建设“米”
字型高铁枢纽，与周边城市共建“1
小时通勤圈”，深入推进“连徐淮”国
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国家现代
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布局枢纽经
济区，不断提高交通枢纽能级。

一高地是建设双向开放高地，
打造引领带动力更强的“支点”。将
深度融入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高水平运营淮海国际陆港、综合
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稳
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做大开放型经
济，放大江苏东西双向开放门户、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作用。

作为全省肩负老工业城市
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双重任
务的城市，徐州如何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王剑锋表示，下
一步要坚定推进工业立市、产业
强市，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他用三组数字来说明。

第一组：“10—100”。升级

传统产业，推动从低到高的跃
升。徐州目前的传统产业占比
还比较高、超过六成，将锚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
做优做强传统产业。

第二组：“1—10”。壮大新
兴产业，推动从小到大的成长。
徐州绿色低碳能源产业、数字经

济规模已经超过千亿，安全应急
产业处于国内第一梯队，下一步
更加突出招大引强、培大育强，
形成竞争力更强的新支柱产业。

第三组：“0—1”。培育未来
产业，推动从无到有的突破。前
瞻性谋划构建“5+X”未来产业体
系，积极打造未来产业先导区。

作为江苏“1+3”重点功能区
的重要板块，如何在落实区域重
大战略中体现更大作为、扛起更
大责任？

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王先正用了“三个关键词”来回
答。一是“枢纽链接”，二是“辐射
带动”，三是“齐心一力”。“下一步
将抢抓国家编制淮海经济区高质
量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机遇，持

续增强中心城市集聚辐射力、综
合承载力、区域影响力，积极争取
重大政策、重大事项、重大改革试
点，着力提升淮海经济区在全国
重大生产力布局中的战略地位。”

在谈到如何打造更具竞争力
的枢纽经济新高地时，徐州市副
市长林斌表示，加快将交通区位
优势转化为枢纽经济发展优势。

一是铺路架桥建网络。铁
路方面，完善“米”字型高铁枢纽
网络，力争到2030年，市域干线

铁路里程达到1020公里。公路
方面，力争到2025年，普通国省
干线总里程达到1700公里。二
是优化布局强功能。徐州正在
推进实施淮海国际陆港多式联
运集散中心、万纬冷链智慧物流
基地等 30多个枢纽设施项目。

三是调整结构降成本。继续发
展水运集装箱班轮运输，力争今
年吞吐量达到30万标箱。四是
深度融合兴产业。加强淮海国
际陆港与连云港海港联动发
展。依托观音机场打造临空产
业集聚区。

不断变好的生态环境，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徐州市副
市长孙文华介绍，生态变化的背
后，离不开“壮士断腕”“系统施
策”“立法保障”三个关键举措。

比如近五年来，徐州先后出台生
态环境领域地方性法规7部，制
定地方标准3项。

接下来，一是进一步把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的要求落细落

实。二是不断开辟新质生产力在
生态环保工作中的更多应用场景
和产业赛道。三是加强生态环境
领域精准发现问题、深入研究问题
和高效解决问题体制机制建设。

“五年来，徐州累计修复湿
地 1.89 万亩、综合利用废弃地
4000 多亩、治理废弃宕口 81
处。”林斌介绍，下一步，一是坚
持规划引领，加快推进 17 个自

然保护地的规划编制。二是突
出系统思维，今年，徐州计划投
资19.92亿元，实施五大类、62项
生态修复工程，重点推进 10个
国家山水工程。三是树牢精品

理念。全力推进黄河故道生态
富民廊道建设，更大力度实施人
工修复+自然恢复的“双复”模
式，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做法。

徐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享有“两汉文化看徐州”的美
誉。“今年以来，徐州文旅市场热
度持续高涨，成为新晋旅游热点
城市。”徐州市副市长吴卫东表
示，要延续文旅市场好的态势，
必须在进一步满足广大游客多

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旅游需
求上下更大的功夫。

第一，突出文化赋能。今年
重点推进徐州历史文脉“彭城七
里”建设。第二，丰富产品供
给。将加快推动云龙湖、五大主
题乐园等既有旅游资源更新产

品、协同发展。第三，优化服务
质量。将继续发挥假期临时指
挥部作用，建立问题快速发现和
高效处置机制，切实解决网红街
区管理、宾馆住宿价格规范、窗
口服务水平提升等影响游客体
验的突出问题。

徐州云龙山、云龙湖美景 徐州泉山区委宣传部供图

1 老工业城市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三组数字来作答

5 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结合，形成更多经验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