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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南通独特的区位优势，着
眼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棋局，南
通务实谋划、积极推进共建长江
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区，得
到了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和江苏省
委、省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大力推
动。目前，协同区建设已纳入国
家层面有关文件和规划，国家发
改委宏观院等单位共同编制的建
设方案已形成初步成果，江苏省
委十四届七次全会通过的决定也
明确“加快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
发展协同区建设”。

下一步，在推动共建协同区
上，南通将依托北岸先行区建设，
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探索突破：

一是在合作模式上求突破。着
眼片区开发、产业创新协同等方面，
积极探索“基地+拓展区”“总部+协

同中心”“飞地孵化”“离岸创新”等
合作模式，推动科创、产业及空间等
资源要素有机结合、高效联动。

二是在合作载体上求突破。
南通与上海合作共建的上海市北
高新（南通）科技城、与苏州合作
共建的苏通科技产业园已取得明
显成效。南通将总结用好园区共
建经验，围绕长三角产业链分工，
推动共建一批“小而精”的合作园
区，加快成为上海、苏南产业生态
圈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三是在合作机制上求突破。
学习借鉴国内跨区域发展成熟做
法，探索建立成本共担、财税分
享、指标互算等机制，促进要素自
由流动，携手做大蛋糕、分好蛋
糕，真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融合发展局面。

南通市委书记吴新明：

发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点作用
奋力迈向“下一个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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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矗立起新的里程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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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中走在前做示范的决定》拿出任务书、绘制路线图。

日前，南通市委书记吴新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南通承
载着习近平总书记南通“好通”“左右逢源”的勉励嘱托，将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等国家战略，深层次接轨上海，宽领域融入苏南，发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支点作用，支撑长三角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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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滨江临海、紧邻上海，是
长三角中心区城市，是在江苏“1+
3”重点功能区中唯一肩负扬子江
城市群和沿海经济带建设双重任
务的城市，区位优势独特、战略地
位突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完善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提出建
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为
推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明确
了新的要求。

接下来，南通将在以下三个方
面重点发力：

一是强化枢纽功能，共建国际
综合交通枢纽。南通正与苏州、无
锡共同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成为以上海为核心的国际综合交
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长江南通段
在已有 3 条过江通道的基础上，
2022年开建北沿江、海太、张靖皋
等过江通道和通苏嘉甬高速铁路，

今年还将开工苏通二通道，“八龙
过江”格局加速形成，未来长江南
通段每隔20公里就有一条过江通
道，到上海、苏州通勤时间将分别
缩短至45分钟、25分钟。南通新
机场选址已定，前期工作稳步推
进。吕四集装箱码头与上港集团、
省港口集团合作运营，去年南通港
货物吞吐量超3.4亿吨、保持全球
前 20强。南通将积极参与“轨道
上的长三角”和港口群、机场群等
建设，创造更多“天堑变通途”，服
务长三角高效链接国内国际双循
环。

二是深化产创合作，共筑世界
级产业集群。南通正深度参与长
三角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积
极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
设，沪通签署新一轮科创合作协
议，长三角国创中心首个分中心、
启东复旦医学创新研究院等重大
平台先后落户，南通70%的规上工
业企业与上海高校院所合作，90%

的新招引产业项目深度嵌入上海
苏南产业链，六大重点产业集群去
年规模突破 1万亿元。南通务实
谋划、积极推进在上海、苏州和南
通的毗邻区域共建长江口产业创
新绿色发展协同区，打造长三角新
质生产力承载地、制度创新试验田
和融合发展样板区。

三是优化服务供给，共创同质
化发展环境。目前，南通二级以上
医院全部与上海等地名院大所深
度合作，上海仁济医院南通医院建
成投用，16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长三角“跨省通办”“一网通
办”。与崇明共建世界级生态岛，
常态化开展长江渔政等联合执法，
制度化推进毗邻地区生态环境共
保联治，中规院《2023年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城市指数》显示，南通环
境改善幅度名列长三角41个城市
第一；今年前三季度，南通 PM2.5
浓度保持全省最低，优良天数比率
全省第二。

南通作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
发祥地之一，近年来坚定走好创新
驱动、项目支撑、集群发展的制造
强市之路，着力建设中国现代工业
名城，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基础和优势方面：一是产业
支撑有力，2023 年规上工业总产
值达1.37万亿元，形成六大千亿级
产业集群，拥有两个国家先进制
造业集群，船舶、海工产业规模分
别占全国 1/10、1/4，纺织产业家
纺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超 50%，

去年全市新开工 5亿元以上工业
项目231个，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百
强市中排名第12位。二是创新澎
湃有力，去年引培科创项目 1428
个、实现翻番，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736 家、创历史新高，高新技术企
业总数超 3600 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总数突破 5000 家，全社会人才
资源总量居全省第一方阵。三是
要素保障有力，相比上海苏南，南
通开发强度还不高，特别是沿海
板块不到 20%，沿海开发园区未
利用建设用地总规模近 10万亩；

海上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分别居
全省第 1 位、第 2 位，可有效保障
企业绿电需求；成立产业、创新两
大母基金，“南通好投”品牌持续
擦亮。

下一步，南通将围绕建设中国
现代工业名城，着力构建以先进制
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助
力江苏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
进制造业基地、成为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阵地。以产业升级筑牢
基本盘，以创新驱动打造强引擎，
以绿色低碳塑造新优势。

《决定》提出，“完善促进海洋
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健全海洋资
源开发保护制度”。省委十四届七
次全会提出“强化沿海经济带潜在
增长极功能，精准发力现代海洋经
济和临港优势产业，探索‘龙头+配
套’‘研发+生产’‘离岸+在岸’等
开放发展新模式”，并“支持南通海
洋产业高质量发展”。落实中央和
省委要求，南通旗帜鲜明提出把沿
海作为迈向“下一个万亿”的最大
增量和关键变量，加快打造全省海
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更好支
撑江苏沿海经济带发展，服务海洋
强省建设。

一是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构筑
向海图强新格局。树牢“全域都
是沿海”理念，编制实施临海地区
空间和产业规划，推动“沿江创
造+沿海制造”“临海前沿+内陆支
撑”联动发展。

二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激活
蓝色经济新引擎。坚持科技兴
海，发挥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技术创新中心、东南大学南通海
洋高等研究院等示范作用。培育
更多海洋科技领军企业，支持骨
干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破
解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深入

实施“江海英才”计划，为提升海
洋科创能力加大智力支持。

三是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建强
产业集聚新高地。坚持项目为
王，以总投资500亿元中石油项目
等为带动，以一批百亿级项目为
支撑，大力发展绿色新材料、海洋
新能源、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海
洋生物医药等四大先进制造业，
转型升级海洋渔业和海洋服务
业，加快布局低空经济、氢能和新
型储能、深远海装备等未来产业，
着力构建“4+2+X”现代海洋产业
体系，打造全省海洋产业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

四是以江海联运为支撑，彰显
双向开放新优势。落实“水运江
苏”建设部署，实施通扬线、新江
海河等航道提升工程，完善江海
河、公铁水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
深化与上港集团、省港口集团合
作，打造长三角北翼江海组合强
港。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标
国际先进水平，持续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做
大做强开发园区等开放平台，打
造长三角双向开放新支点，更好
服务和支撑江苏建设具有世界聚
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中国现代工业名城

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昂首迈向“下一个万亿”

着眼长三角一体化
共建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区

城市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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