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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3日，中共江苏省委组
织部发布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
公示，内容如下：

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
民主监督，根据《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
定，对王剑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
示。

王剑锋，男，汉族，1967年 8
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

员，现任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拟任设区市委书记。

公示时间为：2025年2月24
日至 2月 28日。对公示对象有
何反映，请于公示期间与省委组
织部联系。联系电话：025—
12380—1，83393803，83391898
（传真）。联系地址：南京市北京
西路 70 号江苏省委组织部（邮
编：210013）。 据交汇点

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2023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研
究“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课题。
2025年2月23日，在习近平总书记
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两年之际，《人文
经济学的江南模样》新书发布会暨
学术研讨会在江南名城无锡隆重举
行。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
府新闻办主任赵金松，无锡市委书
记杜小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
书记、院长尚庆飞，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章朝阳，江南大
学原党委书记朱庆葆，中国社会科
学院武力教授，中央党校辛鸣教授，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等嘉宾参加活
动。本书是由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

教授领衔的重要理论著作，由范从
来、朱庆葆、范金民等著名经济学家
和文史专家共同撰写，聚焦人文经
济学这一重大前沿课题，近日由江
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无锡、苏州、常
州等江南地区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实
践，深入剖析了人文与经济相互促
进、共同繁荣的深层逻辑和内在机
理，从江南地区历史上的经济发展
和文化繁荣，到崇文重教传统塑造
人力资本优势，从工商文化催生近
代经济萌芽，到苏南模式促进所有
制结构变迁，从开放包容文化助力
各类经济园区崛起，到自主创新精
神孕育科创产业集群，层层揭示人
文要素与经济活动的深层耦合机
制，从理论与实践交汇处，展现经济
和人文共同繁荣的江南模样，彰显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和丰富内
涵。

相较以往图书，《人文经济学的
江南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
点：一是融合了经济学与人文社科
的多学科视野，打破了“就经济谈经
济”的思维局限；二是融合了地域特
色与普遍规律，深入江南地区的经
济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为其
他地区追求经济与人文协调发展提
供借鉴；三是融合了历史纵深与现
实关切，既挖掘出江南地区文化的
深厚底蕴，又回应了新时代“如何实
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的重大命题。

本书作者、南京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原党委书
记洪银兴指出，人文经济学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人文与经济相互交融、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的理论和实践的学
理性表达。经济和人文共同繁荣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征，研究人
文经济学的缘起在于寻找经济发达
地区的人文密码，从而关注“人”和

“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研究江南地区经济发达的文化密码
和文化繁荣的经济密码，实际上是
寻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对
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样板价
值。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章朝阳表示，以洪银兴教授
为首的作者团队站在建构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的高度，以深厚的学术积
淀和深邃的历史思维，通过系统的
学术梳理和大量的案例调研，对人
文经济学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难能
可贵的原创性探索。《人文经济学的
江南模样》一书首次系统构建了人
文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填补了我国
人文经济学研究的空白。

《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出版
后，受到了学界、理论界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参加新书首发式暨学
术研讨会的领导和嘉宾，高度评价
了本书的出版价值和意义，认为在
全国两会前夕，《人文经济学的江南
模样》的发布恰逢其时。这部凝聚
江南智慧、彰显中国特色的理论著
作，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
文经济学重要讲话精神的及时响应
和深入贯彻，也将把人文经济学的
理论和实践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
度。

聚焦重大前沿课题

《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全国首发

现代快报讯 2月 23日，省委常
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省委书记信长星主持会议并
讲话。部分省委常委交流学习体会，
省发改委汇报有关贯彻落实举措。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家健康
成长一直高度重视，多次发表重要
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民营经济把
脉定向，为民营企业家加油鼓劲。
此次党中央再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
会，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
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关怀和重
视。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论述精辟、
内涵丰富，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

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
贯彻落实，不断开创江苏民营经济
发展新局面。

会议强调，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伟大历程，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
推动江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民营经济
发展的活力极大激发、成绩更为显
著、作用更加彰显。要深刻领会党
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
政策，不折不扣贯穿到各项工作中、
落实到各项举措中，用心用情用力
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
践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深刻领会总
书记对民营经济发展形势的最新判
断，引导民营企业正确看待发展中、
转型中、成长中的烦恼，用好江苏产

业基础、科教资源、营商环境、市场
规模等方面优势，勇于苦练内功、改
革创新，奋力打开发展新天地。要
深刻领会总书记对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的重大要求，进一步落细工作举
措、明确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
既立足当下破解突出问题，又着眼
长远构建长效机制，持续激发民营
经济生机活力。要深刻领会总书记
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殷切期
望，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弘扬企业家
精神，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提升理想境界、厚植家国情怀，
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坚定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
化的促进者。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黄伟）

DeepSeek 横空出世，掀起
全球人工智能话题热潮。日前苏
州召开了“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推进大会，积极融入国家人工智
能发展战略。这让全国政协委
员、苏州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处处
长、江苏省决策咨询重点研究基
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基地首
席专家宋青备受鼓舞。

宋青长期致力于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和研究工作。眼下，包括
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数字技术正成
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推
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协同融合
发展，已成为当下不容忽视的重
要议题。她向记者透露，今年就
将围绕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提
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逐“绿”前行，需要久久为
功。苏州科技大学以全方位服务
美丽中国建设为己任，宋青是

“江苏省购买碳汇第一人”，这要
追溯到十几年前，那时候大家对

“碳达峰”“碳中和”还不太了
解。2010年，在宋青的倡导带动
下，苏州建立首个巾帼“碳汇
林”，创新义务植树形式，倡导低
碳植树理念，增强全社会增汇减
排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意识。

眼下，“碳达峰、碳中和”已然
成为知晓度很高的热词。在这样
的背景下，宋青把目光投向具有
碳源和碳汇双重特征的农业，推
动构建基于农业碳汇的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既有利于夯实粮
食生产的安全基底，又能够筑牢
固碳增汇的生态屏障。促进农业
碳汇价值的市场化运作，推进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集约化运营，
可以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推动形成农业碳汇价值实
现的“中国方案”。凡提案，必调

研。宋青以“解题者”的姿态，结
合前期调研，准备在此次全国两
会上递交相关建议。

说到过去的这一年，宋青用
两个词来形容：充实、难忘。作
为全国政协农业农村委委员，她
步履不停，赴江苏、福建多地参
与了专题调研等活动，聚焦的主
题包括“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
善农村产权制度，增加农民财产
性收入”等等。“这一年，我还当
选了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
事。”宋青说，作为一名来自基层
的委员，她深感使命光荣。值得
一提的是，2024年，宋青还在姑
苏区建立了苏州首个全国政协委
员基层联系点，打开更多履职新
场景，聚焦打造展示人文经济学
苏州实践的最美窗口，探索人文
经济发展有效路径，在市政协和
姑苏区政协的支持下，积极探索
构建全国及省、市、区四级政协
委员联动履职机制，在“双向发
力”中奉献所学，做优做强科学
决策“外脑”。今年，宋青还准备
围绕“青年社区建设赋能城市更
新助力人文经济融合发展”资政
建言，把先行先试的苏州探索带
到北京，为科学决策作出委员履
职应有的贡献。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苏宁

记者手记

在深耕领域久久为功
如何写好委员“作业”、答

好时代“考卷”？对于宋青来
说，在深耕的领域提出更多具
有前瞻性的建议，是委员履职
应有的打开方式。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绵绵用力、
久久为功。留着齐耳短发、看
上去温婉娴静的宋青，在聚焦
重点难点问题时，展现出来的
是一种“陪伴式”履职的坚守，
是知行合一的干劲和韧劲。

全国政协委员宋青：

逐“绿”前行
打开更多履职新场景

全国政协委员宋青 受访者供图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用心用情用力开创江苏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胡晓炜 记
者 刘伟娟）现代快报记者2月23日
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铁集团）获悉，截至2
月22日，为期40天的2025年春运
圆满收官，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
客近9900万人次，较去年春运多发
送旅客近700万人次，增长近8%，
创春运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今年春运，长三角铁路客发总
量较去年增幅明显。一组数据显
示，节前15天，沪宁杭地区客流出
行集中；京沪、沪昆、京港、徐兰高

铁，宁蓉、杭深铁路等直通长大干线
以及沪宁城际、宁杭高铁等管内高
铁线路均迎来持续大客流。春运
40天，长三角铁路33天单日旅客发
送量保持在200万人次以上。受民
众出行意愿增强、旅游市场回暖、新
线开通等诸多利好因素叠加，春运
客发人数同比去年增加近700万人
次，增长近8%。

今年春运，长三角地区返乡、返
校等刚需客流同样增长明显。节前
15天（1月14日至1月28日），该集
团发送旅客超4060万人次，日均发

送旅客超27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
增长超7%。节后25天（1月 29日
至 2月 22日），该集团发送旅客超
583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230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7%。2
月14日至2月23日，长三角铁路迎
来超 170 万人次学生集中返校客
流，创下新纪录。

另外，去年开通的池黄、宣绩、杭
温、沪苏湖等4条高铁新线表现抢眼，
40天累计运送旅客超800万人次，其
中，沪苏湖高铁40天运送旅客近500
万人次，为4条高铁新线中最多。

40天发客近9900万人次
长三角铁路春运发客量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