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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滨江临海连上海，是高
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近年来，
南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
推动“强富美高”新南通现代化
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一是“经济强”的基础更加
厚实。2020年南通迈入万亿城
市行列，2023 年经济总量达
1.18 万亿元，近四年年均增长
5.3%、增速在全国26个万亿城
市中列第7位。

二是“百姓富”的成果更加
丰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4 年 的 2.53 万 元 增 加 到
2023 年的 5.19 万元，年均增长
8.3%、列全省第2位，居民人均

存款超16万元、列全省第2位。
三是“环境美”的底色更加

亮丽。PM2.5平均浓度、空气优
良天数比率均为全省最优，国省
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100%，430
公里沿江沿海生态带全线贯通，
五山地区滨江片区生态修复成
为全国典型，南通已创成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四是“社会文明程度高”的

标识更加鲜明。全国文明城市
实现市县两级“满堂红”，“中国
好人”数量全省领先，创意发起

“童声里的中国”并唱遍神州，
幼有所育、老有颐养、弱有众
扶、全龄友好城市加快建设。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六年。江海交
汇，生机勃勃，奋进在新征程的南通，催生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
能。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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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活动第十三场：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在江苏加快
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中勇担使命。南通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彤作主发布。南通市和有关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海洋产业高质
量发展、持续深化长江口产业创新协同区建设等方面问题，回答记
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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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江海，因地制宜发
展海洋新质生产力

南通滨江临海、区位独特，如何
发挥海洋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
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沿海是南通最大的资源优势和
潜力所在。张彤介绍，近年来，南通
加快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去
年完成海洋生产总值近2500亿元、
占全省1/4、沿海三市1/2。

一是坚持产业拓海。当前正编制
实施临海地区空间和产业规划，制定
深入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
施，大力发展绿色新材料、海洋新能
源、船舶和海洋工程等先进制造业以
及海洋渔业、海洋服务业，加快打造
全省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二是坚持科技强海。当前正加
快构建面向海洋经济的产业科技创
新体系，加强涉海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转化和产业孵化，发展壮大海洋
新质生产力。

三是坚持人才兴海。南通人才
资源总量超 160 万、居全省第一方
阵。将持续放大全国青年发展型城
市建设试点效应，培育壮大海洋领
域企业家、高水平人才、高技术人才

“三支队伍”。
四是坚持开放活海。着力打造

“黄金水道”，内河航道总里程数全
省第二、面积密度全省首位，通州湾
港区河海交界水域获批江苏首个相
当A级航区。将更大力度落实“水
运江苏”部署，构建长江经济带江海
联运新通道。

交通流量变发展增量，
“八龙过江”格局加速形成

“难通”变“好通”，成为南通的一
张金名片。张彤表示，“十四五”以来，
南通交通建设投资连续跨越3个百亿
级台阶，一个陆海空并进、公铁水联运
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呼之欲出，一
个四通八达的南通未来可期。

加快构建“八龙过江”格局。
2008年苏通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拉
开了加快跨江融合发展的序幕。
2011年、2020年，崇启大桥、沪苏通
长江公铁大桥先后建成通车，南通
加速融入长三角核心圈。2022年陆
续开工建设了张靖皋长江大桥、海
太长江隧道、崇启公铁大桥3座过江
通道，“今年争取开建苏通二通道，
深化崇海通道规划研究，‘八龙过
江’格局形成后，长江南通段平均每
20公里就有 1座过江通道，交通格
局的重塑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区位红
利，真正实现与上海、苏南的交通一
体化、生活同城化。”

积极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
近年来，沪苏通铁路、盐通高铁以及
城市轨道交通1、2号线等先后建成
运营，成为国家沿海铁路大通道上
承南启北的重要节点。随着通苏嘉

甬高铁、北沿江高铁等项目的建成
通车，届时南通到苏州只需20多分
钟、到上海只需40分钟左右，将实现
2小时通达上海大都市圈所有城市、
3小时联通整个长三角。

跨江融合，“创新协同
区”破题长江口

江苏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提出
“持续深化长江口产业创新协同区建
设”，南通如何积极谋划、抓好落实？

南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
晓斌介绍，作为长江口北翼重要城
市，南通持续推进深层次对接上海、
宽领域融入苏南。目前，南通正紧
锣密鼓研究编制建设方案，初步确
定了五个协同方向。

第一个是产业协同，共同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
群。将聚焦上海、苏南所需、南通所
能，合力打造一批深耕产业创新的
专业化合作园区。第二个是科技协
同，全力营造深度融合的创新生
态。将持续推动县（市、区）和产业
园区在上海、苏南开展“飞地孵化”

“离岸创新”协作。第三个是绿色协
同，统筹生态共保与绿色转型。正
积极推进新型电力系统试点，谋划
建设一批低零碳产业园区。第四个
是开放协同，主动承接上海、苏南开
放功能。积极争取将协同区打造成
为上海自贸区联动片区、上海东方
枢纽北向配套区。第五个是机制协
同，积极开展区域一体化改革创新。

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国
家创新型城市

南通自2012年获批试点建设国
家创新型城市以来，在长三角地区
率先与上海签订科技创新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全社会研发投入从103亿
元提高至333亿元；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从2.7件提升至58.3件……

南通市科技局局长吴佳华介
绍，全面推进沪通新一轮科技创新
战略合作，重点在未来产业培育方
面与上海“同频共振”，聚焦第三代
半导体、通用人工智能、细胞和基因
技术、合成生物等科创细分赛道，打
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

一是推动科技资金股权化。二
是推动园区产业特色化。三是推动
产业投资垂直化。四是推动创新平
台市场化。五是推动科技招商专业
化。

依托新兴产业集聚优
势大力培育未来产业

南通提出要打造“中国现代工
业名城”，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
中，将如何促进传统产业焕新、新兴
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

南通市工信局局长曹雁卉介
绍，2023 年，南通在全国制造业 50

强城市中排名第12位，船舶海工、高
端纺织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
群，外加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材料、新能源，六大千亿级产
业集群产值已突破一万亿元。

一是稳基础，让传统产业“发新
芽”。南通 7153 家规上工业企业，
50%属于传统行业，贡献了 60%的
产值和利润。高端化是转型的首要
任务。以船舶海工为例，我们成功
走出了“高技术船舶+高端海装+高
端配套”的发展模式。二是抓风口，
让新兴产业“长成林”。近年来累计
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30家，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5家、
省级907家。三是抢布局，让未来产
业“快生根”。将深耕“绿氢”“风光
储”等细分赛道，实现风力、光伏、储
能、绿氢等于一体的“环保+新能源”
发展模式。

以旧换新再加码，激发
内需强潜力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力
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南通如何抢抓机遇、承接落实？

南通市发改委主任秦艳秋介
绍，设备更新方面，完成工业领域设
备更新 1.7 万台（套）、约占全省
12%。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推出
8000万元的“补贴+让利”措施；全
市汽车报废更新申请审核通过2084
份、全省领先，新能源汽车上牌量同
比增长 59.5%，家电以旧换新超 2.8
万台（套）。

接下来将更好释放内需潜力，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城乡居民生活品质
提升。比如，聚焦船舶海工、高端纺
织、高端装备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在前
期摸排的项目基础上，延伸至能源电
力、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

重点抓好三方面，打造
一流开发区

今年是南通开发区建区 40 周
年。开发区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
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主任曹海锋介绍，将重
点抓好三个方面。

一是持续优化开放格局，构建
主平台。在G15沈海高速以东规划
建设10平方公里的新时代未来产业
园，力争通过5~7年时间，在制造业
规模上再造“一个开发区”。二是持
续强化创新驱动，打造强引擎。组
建以龙头企业为支撑的创新联合
体，深化与清华、北大、复旦、南大等
知名高校的合作，协同打造长三角
北翼重要创新策源地。三是持续深
化招商引资，增强新动能。下阶段，
将围绕开发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医药健康和新能源“3+1”
主导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布局，全力
突破强链补链延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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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南通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
制机制，突出产业这个关键载
体、创新这个核心要素、协同这
个重要路径，用好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国家战略，为江苏加快
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
地勇担使命。

张彤用“开拓蓝海”“深耕沿
海”“策应上海”三个关键词介
绍了南通的发展方向。

一是开拓蓝海，打造面向科
技前沿的现代工业名城。南通
将以建设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
城市为引领，做优做强长三角国
创中心南通分中心、上海交大南
通先进技术研究院等科创平
台。力争到2025年，再引培科
创项目3000个以上、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5000家；用五年左右
时间，实现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规模翻番、达到2万亿元左右。

二是深耕沿海，打造全省海
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南
通建成了全国最大的LNG能源
岛——阳光岛、全国首个风电母
港和亚洲最大的海上风电群。
今年还将新开工7个百亿级项

目、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正向
建设万亿级绿色高端临港产业
基地迈进。放眼长三角临沪地
区，南通沿海可利用土地面积
超过30万亩，发展的空间和潜
力巨大。南通下一个万亿看沿
海，将完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
推动东南大学国际海洋学院，
也就是东南大学南通校区等加
快建设，统筹沿江创新转型和
沿海绿色制造联动发展。

三是策应上海，打造长三角
北翼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南通超过 50%的企业在上海
有合作关系、60%的货物通过上
海口岸进出口、70%的规上制造
企业与上海高校院所开展产学
研合作。”张彤表示，南通加快
跨江融合，推动与上海、苏州同
城化，更好发挥沿江向西、沿海
向北传导辐射带动作用，奋力
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支
点。精准对接上海“五个中心”
建设，全面落实沪通新一轮科
技创新和苏通跨江融合发展战
略合作协议，努力打造长三角
新质生产力承载地、制度创新
试验田、融合发展样板区。

勇立潮头，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积极开拓蓝海、深耕沿海、策应上海

南通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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