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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突破最为迫切的改
革事项，以钉钉子精神抓好
改革落实

今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省
委十四届七次全会动员全省上下坚
定地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继续
走在前列，南京将如何用好改革开放
这个“关键一招”？

韩立明表示，南京作为省会城
市，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必须
在全局中把握更高站位，在谋划时展
现更宽视野，在落实上体现更大力
度，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率先
突破发展最为迫切的改革事项，以钉
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

行棋落子，南京全面深化改革之
路有了更加明晰的“航标”。

韩立明表示，围绕党中央赋予江
苏的重大使命、重大任务，南京要通过
改革提升城市综合能级、增强产业集
群竞争力、优化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释
放社会活力、筑牢安全韧性底板，大力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
推动产业和城市整体数智化转型，积
极创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更具
归属感的民生幸福城市，加快形成特
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南京制
定实施“十项攻坚性任务”，包括打造
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东部现代服
务业中心、构建贯通式科技成果转化
体系、建设高水平吸引集聚人才平
台、建好用好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先导区、深化低效闲置存量资产盘活
利用、支持江北新区高质量建设、探
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等。

采访中，韩立明分享了最近对南
京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四件大事喜
事。一是《南京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为
谱写“强富美高”新南京现代化建设
新篇章明确了“施工图”。二是总投资
百亿元的扬子扬巴轻烃综合利用项目
开工建设，为产业强市建设注入新动
能。三是总投资152亿元的南京北站
枢纽工程开工建设，将形成“三场并
设”“三站联动”格局，对完善城市综合
功能意义重大。四是全国高校区域
技术转移转化试点、中国科学院工业
人工智能研究院筹建正式启动，为南
京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新平台。

新空间、新格局、新动能，会给南
京赋能怎样的未来？韩立明说，南京
将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深化改革
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加快培育
形成新质生产力。

建设国家重要的战略科
技力量承载区

国家创新型城市排名居全国第4
位，全球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排名升
至第6位，全球创新指数百强科技集
群升至第9位；

29项成果获2023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居全国第三，紫金山实验室
发布广域确定性光电融合网络、6G
无蜂窝广域覆盖等全球领先的原创

成果；
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1000 亿

元，贯通式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初见成
效；

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万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达2.36万家，两类企业总
数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六……

一组组数据涌动着南京经济发
展的澎湃活力。

建设科创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
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
措。2023年2月，省委省政府出台意
见支持南京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为南京提升创新能级提供了重要支
撑。一年多来，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带动南京在城市科技排名、原始创
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创新主体
活力、创新生态这五个方面加快提升。

“这次省委全会再次强调支持南
京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蕴含着提
升江苏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强化扬子
江城市群牵引带动的考量。”韩立明
表示，南京将扛起责任，加快构建支
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奋力建设国家
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承载区、长三角
不可或缺的原始创新策源地、高水平
吸引集聚人才平台。

南京将进一步坚持教育科技人
才体制机制改革一体推进，坚持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贯
通，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一
体设计，坚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一
体发力。

韩立明提到，具体举措包括：探
索技能与学历教育贯通发展，与在宁
高校共建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全国
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立以
市场化为导向、以概念验证和中试验
证为平台、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转化机
制；完善关键核心技术集成攻关体系，
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市域实现机
制；推进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等科
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探索建立

“拨投结合”“投贷联动”机制，发展耐
心资本，构建共生共荣的创新生态。

加快形成万亿级、五千
亿级产业集群

与创新发展成果同步进阶的是
城市的产业版图。

国家对南京产业发展的定位是
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东部现
代服务业中心。今年南京产业强市
建设有哪些新亮点，下一步塑造产业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有何新举措？

韩立明表示，今年，南京锚定产
业强市目标，统筹传统产业焕新、新
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主承
载区，呈现重大项目加快落地、集群
强链深度推进、未来产业超前布局、
行业标杆竞相涌现的良好态势。

比如，金陵石化高端日化品、华
天封测等百亿级项目开工建设，塞拉
尼斯、霍尼韦尔、金佰利等知名外资
企业增资扩股，小米华东总部、博西
家电全球研发中心等投用；钢铁、石
化向高端价值链和“减油增化”方向
深耕。上半年，全市未来产业营收增
长 20%以上，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121家、居全国大中城
市第 6，新增制造业“单项冠军”13
家、增量全省第一。

“对南京而言，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不仅要做能做的事，更要坚持
做难而正确的事。我们将着力加快
培育一批万亿级、五千亿级产业集
群，为全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挑更重的担子。”韩
立明表示。

南京将坚定新型工业化方向不
动摇，放大“两业”融合、数实融合等
特色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巩固支柱产业竞争力，努力建成
特钢材料、精细化工等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提升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联
动力，争创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加
速布局人工智能、合成生物、低空经
济、人形机器人等优势赛道产业项
目；增强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力，大力
发展科技服务业，加快落地一批区域
和功能性总部、平台型企业和持牌金
融机构，营造优良产业生态。

建设体现美好生活的
“四个之城”

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
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要始终以人民群众可感可及为标
尺。”韩立明表示，南京将紧盯市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积极
推出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
措，建设更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人
民城市。

韩立明指出，南京要建设体现美
好生活的“四个之城”。

建设更有民生温度的幸福之
城。突出就业优先、全龄友好和基础
民生建设，构建均衡优质高效的现代
化公共服务设施网络，打造乐业安
居、适老宜小、同心共治的15分钟生
活圈，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的人口服务体系，实施青年“优学、优
业、优居、优育、优享”工程，让全体市
民共享高品质生活。

建设更有文化厚度的魅力之
城。以全面保护、整体保护、积极保
护为原则，加强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
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保护好历
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城区和历史文化
街区，促进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
乡发展相融合，激发文化生命力、创
造力，彰显“自然山水韵、古都文化
魂、国际现代貌”的城市特色。

建设更有风景气度的生态之城。
突出南京“绿、文、城”特色要素，系统
保护长江绿色生态带和十大生态功能
片区，加强秦淮河、紫金山、老山、石臼
湖等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快健全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

建设更有韧性强度的平安之
城。围绕形成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
理新体系，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完善“一网统管”体系，统筹开展全要
素、全过程、全空间的安全风险防范，
优化防灾减灾救灾设施空间布局，努
力建设全国领先的安全韧性城市。

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韩立明：

以省会担当推进改革攻坚
建设体现美好生活的“四个之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作出战略部署。中共江苏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紧紧围绕“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谋划改革落实，全省各地结
合实际，正围绕省委《决定》拿出任务书、绘制路线图。

近日，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韩立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南京将紧紧围绕重大使命任务和省委部
署要求，以改革攻坚率先突破事关南京发展最为迫切的事项，推动高
质量发展、激活高效率创新、扩大高水平开放、创造高品质生活、促进
高效能治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南京更大贡献。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文 赵杰/摄

梧桐大道

加速布局“低空经济”等产业项目 资料图

南京空港保税物流中心 资料图

山水城林融为一体

开栏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把全会确定的改革宏图变成

“走在前、做示范”的生动实践，需要江苏各设区市共同努力，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2024年9月23
日起，围绕江苏各设区市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的思路举措，现代快报推
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访谈录”专栏，采访江苏13个设区市市委书记，展
示各地如何稳扎稳打，以改革攻坚突破不断开创江苏发展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