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上午10点多，泰州寺巷街
道的“骑手食堂”内，不少外卖小哥
前来就餐，2023年，寺巷街道建成
了泰州市首家“骑手食堂”，让外卖
小哥等新业态人群吃上热乎饭。

孕育了“百姓日用即道”思想
的泰州，始终做以人的获得和幸福
为本的城市，让群众的期盼得到回
应、人才的创造得到尊重、城市的
文脉得到延续，让每个人的幸福感
成为整座城的生产力。2024年，泰
州连续5年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

2021 年，“90 后”江西贵溪人
陈嘉豪选择来泰州发展。曾在宁
波、深圳、南昌等城市的企事业单
位待过的他，考入海陵区城管局。

“那时‘泰州’两个字对于我来说还
是‘0’，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座城
市。发现它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最
具幸福感城市时，我想，这里对城
市治理一定投入了很多心血。”

在城市“抢人”日趋激烈的今
天，深谙“人因城而聚，城因人而
兴”的泰州，针对外来人员的不同
需求拓展服务，仅面向青年就开发
了14种政策包，上线26家人才驿
站，筹集 3.5 万套人才房，真情实

意、真金白银打造“泰有引力”人才
生态。

统计显示，仅2024年泰州吸引
的高层次人才就达2913人。

在泰州，健全“全周期服务、全
要素支持、全天候保障”的周到服
务体系，让“创业最有成就感”，已
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

去年底开始，“到泰州，泰周
到”这句话在泰州内外很快传播开
来。泰州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打
造营商环境和城市形象的新标识。

姜冬冬说，提出“到泰州，泰周
到”的初衷，就是要打造办事环节
最少、时间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
高的营商环境，做到随叫随到、不
叫不到、说到做到、面面俱到。

姜冬冬表示，泰州将抓好青年
和人才友好型城市以及全龄友好
型城市建设，积极探索更富创意的
城市形象“打开方式”，持续增强本
地人的自豪感、外来者的归属感和
未到者的新鲜感，把有深度的故事
讲得有温度，把有精神的故事讲得
更精彩，让更多的人了解泰州、读
懂泰州、来到泰州，让即将三十而
立的“年轻泰”更具“活力范”。

全力做好“产、水、文、人”四篇文章

谱写“强富美高”新泰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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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建南唐，文昌北宋，兼融吴楚越之韵，汇
聚江淮海之风。千百年来，泰州被誉为祥瑞福
地、祥泰之州。马可·波罗曾赞：“这城不很大，
但各种尘世间的幸福极多。”按照省委十四届八
次全会部署，泰州正以更昂扬的激情、更有力的
举措、更务实的作风，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我们要始终保持使命在肩、只争朝夕的精
神状态，始终保持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泰州市委书记姜冬
冬表示，要全力做好“产、水、文、人”四篇文章，
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谱写“强富美高”新泰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通讯员 单友健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毛晓华

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的
邦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等
离子微创产品领域的领航者，该
企业已累计获得183项专利授权，
其中脊柱微创类等离子刀及手术
器械集聚多项专利技术，不仅在
技术层面树立了行业标杆，而且
在流行的微创手术中占据了举足
轻重的地位。

据了解，原来国内治疗脊柱退
行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方式占比不
到20%。应用邦士医疗产品开展

单孔内镜手术，将这一比例提升
到了60%到70%。

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 3000
亿元、泰州医药高新区综合竞争
力位居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前
十……近年来，泰州依托全国首
个医药类国家级高新区，致力以

“大健康”引领“大产业”，打造大
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泰州样
板”。

泰州市委六届十次全会强调，
“产业是泰州担纲江苏高质量发

展中部支点的根本支撑、核心所
在”，“致力构建以‘大海新晨’为
标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做
大做强大健康、海工装备和高技
术船舶两个地标性产业，大力发
展新材料、新能源、新智造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代表“晨光
力量”的未来产业。

“晨光力量”是泰州极富创造
力的一个全新提法，代表在积极
培育的未来产业方面，泰州要发
力抢跑。

构建“大海新晨”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夜春风归燕子，万人空巷
看梅郎。”这是1956年，63岁的梅
兰芳返乡时的盛况。

祖籍泰州的中国京剧表演大
师梅兰芳。在其50余年的舞台生
涯中，发展和提高了京剧旦角的
演唱和表演艺术，形成一个具有
独特风格的艺术流派，世称“梅
派”。泰州已连续举办15届梅兰
芳艺术节，推出了一系列活动和
作品，把对梅先生的缅怀与致敬，
化作对梅派艺术的传承与弘扬。

梅郎故里，曲韵悠长。漫步泰
州街头，常听到京剧声声入耳，转
头看去，或三五人，或七八人成
群，切磋京剧技艺，这座城与京剧
结下不解之缘。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
展的内在驱动力。崇文重道的泰
州，形成一代代人传承不息、绵延
不断的文脉。

凤城河畔的梅园、桃园、柳园串
成“一河三园”，五一路上的光孝寺、
崇儒祠、泰山行宫组成“一街三景”，

口岸雕花楼景区的城隍庙、财神庙、
关帝庙构成“一步三庙”……星罗棋
布的文化遗存，引来市民漫步、游客
驻足，临境感怀，对话今古。

泰州提出，要提升人文“三
水”，推动以施耐庵的水浒、郑板
桥的水墨、梅兰芳的水袖为代表
的人文“三水”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进一步厚植城市精神、提
升城市文明、彰显城市品格，让泰
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绽放出更加
璀璨的时代芳华。

兴化垛田，这片被誉为“千岛
之乡”的土地，每当清明前后，油
菜花开得如火如荼，蓝天、碧水与
金黄色的花海交织在一起，形成
了一幅“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
垛不黄花”的绝美画面。

水，一直是泰州的生态基因，
也一直是泰州的发展基因。

明代储巏曾写下“北望江乡水
国中，帆悬十里满湖风。白苹无
数依红蓼，惟有逍遥一钓翁”一诗
描绘泰州水乡风情。

望海楼，泰州市的地标性建筑，

景区内有一座文会堂，北宋著名文
学家、政治家范仲淹的仕途起始于
泰州，他曾在这里“以文会友”，写下
《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其中“君子
不独乐”的观点可说是日后“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名
句的思想源头。

范仲淹、陆游、李渔、郑板桥
……这些历史上的大咖都与泰州
结缘，而他们也乐于将跟这座城
市蓦然相逢时的惊喜和感动付诸
笔墨，给这座城留下了一首首脍
炙人口的诗词。

“渺渺孤舟发，翩翩栖鸟迁。”元
代泰州尹赵孟頫笔下的城河风光，
今日依然。凤城河，泰州的护城河，
玉带般穿起了望海楼、崇儒祠、南山
寺、梅桃柳三园等主要景点，成为游
览泰州老城区的主轴线。

“穿城不足三里远，绕廊居然一
水通”，清代这首《竹枝词》也说明了
泰州自古以来就是一座水城。

如今，凤城河、十里溱湖、兴化
垛田……无一不是响彻全国的网红
打卡地，一方水土千年润，吸引着一
批批游人前来探访幸福水城的奥秘。

幸福水城一方水土千年润

人文“三水”彰显城市气质

“泰有引力”让城市更具“活力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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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主城区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