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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一朵开在老百姓家门口

的文艺“茉莉花”

在南京，“弦上江南”点亮社区
之夜，充满江南韵味与民族风情的
音乐盛宴让观众深深沉浸其中；在
常州，300 多名观众近距离感受国
家级非遗木偶戏的魅力，舞台上下

欢笑不断；在淮安，“这辈子从来
没有看过这么棒的戏”是村民们观
看完演出后最直观的感受……

今年以来，一朵文艺的“茉莉
花”开满江苏全省各地。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演艺集
团总经理柯军表示，江苏启动“茉莉
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2025 年以
省内13个村（社区）为试点，把优秀
文艺演出、优秀作品展览、优质培训
辅导等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基层百姓
身边。每个试点村（社区）可以根据
不同需求，在优秀产品库首批入库
的 1000多个优秀节目中进行个性
化点单，老百姓想看什么，艺术家们
就送去什么。

活动开展以来，艺术家们在多
次与结对村联系沟通中，对当地文
艺建设和需求有了更深的了解。一
场场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在广场、田
间、村头点燃基层群众对于文化的
热爱与传承之火。

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常胜梅表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新征程上推
动文艺文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遵循和精准导航。省文联将团结引
领全省文艺工作者把握好挑大梁的
着力点，落实好挑大梁的责任，在担
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上有更大作
为。

为增加民族文化自信，让更多
人了解江苏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

起，江苏省委、省政府启动“江苏文
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计划用至
少十年时间出版 3000 册《江苏文
库》，希望让它成为江苏历史上第一
部文化历史百科全书。

截至2024年底，《江苏文库》已
出版约1600册，已出版的图书进入
了全国100多家图书馆。同时，纸
质出版与数字出版同步，建立了《江
苏文库》数据库，该数据库也在全省
45家图书馆面向公众开放。

“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
程”还在现代快报、新华日报等媒体
开设专栏，开设微信公众号；创办江
南文脉论坛；利用专家学者、作家资
源举办“江苏文脉大讲堂”，截至目前
已举办30期讲堂，线上线下同步开
讲，全网阅读量超2.4亿次。

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

发新的活力

周末要排队，工作日也要排
队！近日，“数见苏韵·家门口看大
展”环省行活动在无锡博物院引发
观展、买文创热潮，开展5天带动文
创、非遗、美食消费超178万元，客
流8万人次，刷新历史新高。

江苏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车
宁介绍，“数见苏韵·家门口看大展”
环省行活动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
厅、江苏省文物局主办，集结了南京

博物院、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苏
州博物馆等头部馆的顶级+顶流文
物，从去年9月27日起在全省13个
设区市巡展，将持续到今年 7 月。
据统计，在盐都、邳州、连云港、南
通、泰州、常州等六地的巡回展出共
接待观众总数 103万人次，文创销
售收入467万元。

车宁表示，这项活动旨在让优
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打造与老百
姓“直接见面”的“无边界博物馆”，
积极回应群众期盼关切，切实缓解
热门场馆“预约难”问题。

“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城乡精
神文明建设，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
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这也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南京
图书馆馆长陈军表示，2020 年起，
南图着手打造“江苏省古籍数字资
源集成平台”，由江苏省古籍保护
中心牵头、统筹全省古籍收藏单位
古籍数字资源建设，反映江苏地方
文脉传承特点，该项目成功入选

“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专项经费资
助项目”。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

动力

江苏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
的旅游需求，多措并举优化产品和
服务，有效发挥了拉动消费、促进就

业、富民乐民的重要作用，旅游市场
稳中向好。

2024年，全省共接待境内外游
客 10.91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34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8%和
11.5%。2025 年春节期间，全省共
接待游客6120.92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490.2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3%和11.1%。2025年，江苏要加
快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
业，推动文化强省和世界重要旅游
目的地建设。

不久前的2025年春节档，点燃
了全国观众的观影热情。其中，江苏
全省产出票房10.01亿元，票房、人次
全国占比均位居全国第一，是2025
年春节档票房、人次全国占比均突破
10%的唯一省份，也成为春节档票房
突破10亿元的第一个省份。

电影的火热，撬动的则是从餐
饮到文旅的多元化消费场景。

2025年，江苏省委宣传部、省电
影局会同省财政厅开展“爱电影、爱
生活”全省电影惠民消费活动。其
中，1月17日—2月16日，江苏省委
宣传部、省电影局联合省财政厅、猫
眼、淘票票票务平台发放2500万元
惠民观影券，带动了全省各地“看电
影、过大年”的新民俗。

江苏省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邵正刚表示，总书记强调要以
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为他们
开展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江苏文化界引发热烈反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日下午在参加
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圆满实现
“十四五”发展目标，经济大省要挑
大梁。要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
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江苏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江苏文化艺术界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坚
定信心、鼓足干劲、勇挑大梁，久久
为功提升文化影响力，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白雁 郑文静
胡玉梅 任雨风 宋经纬 刘静妍

经济大省挑大梁，江苏全面发力开新局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
大省要挑大梁。江苏要把握好挑大
梁的着力点，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在推进深层
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上勇争先，在
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走在前，
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
范。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江苏各界
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责无旁贷、勇挑
重担，展现江苏更大支撑带动作用。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项凤华 杨晓
冬 王益 李娜 赵丹丹 徐晓安 葛小林

创新“链接”产业，江苏
锻造产创融合“新”高地

2024年，江苏13个创新药获批
上市、居全国第一；新增中国独角兽
和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
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连续 4
年全国第一；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连
续 10 年全国第一；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新增711家、累计达
2215家、均居全国第一……这些第
一，印证了江苏在不断加强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让更
多“创新之花”结出“发展之果”。

2025年江苏明确要以科技创新
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力争高新技
术企业超6.1万家。大力推动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持续打造先进制造
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着力提升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创
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擘画了清晰
路径，我们必须抢抓机遇、主动作
为。”河海大学苏州研究院院长陈
永辉表示，河海大学苏州研究院一
直致力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河海特色产教融合科创高地及“苏
州未来水谷”，通过与地方企事业
合作，共建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
坝道工程医院苏州分院等多个高
能级平台，承担了多项科技项目。
今后，将继续发挥专业、人才、平台
等优势，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布局，
加快推动建设院士工作站，全力推
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加强与
地方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交流，合力
打造更多科技成果转化的区域创
新样板。

“江苏要立足产业优势，加快科
技创新赋能。”江苏省社科院社会政
策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苏区域现代化
研究院现代化评价中心主任周睿表
示，江苏产业优势在制造业，一方面
要利用制造业数字化、低碳化转型的
契机，在传统制造业设备更新的过程
中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为科技

创新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

另一方面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为以人形机器人等代表的概念性新
技术的应用落地提供产业链支持。
江苏还要转变传统科研机制，推动面
向产业的科技创新，鼓励高校、科研
院所的研究人员创新创业，从而引导
和激励学生创新创业。

以改革攻坚突破，不断开
创江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经济体量大，向前发展就需要
更大的推动力。今年是“十四五”规
划收官之年，2025年江苏明确要以
改革攻坚突破，不断开创江苏现代
化建设新局面。积极推进深层次改
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抓好示
范性、带动性强的改革举措，加快
各类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合理流
动，在改革开放中开辟更加广阔的
发展前景。

“总书记高度重视江苏改革工
作，多次对江苏改革提出明确要求，
这次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
次强调要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
平开放上勇争先，我们倍感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江苏省委改革办改革
督察处处长王冬表示，将认真落实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各项改革部署，特
别是聚焦总书记给江苏点题的改革
任务，服务省委深改委加强改革统筹
协调，会同有关单位扎实推动标志性
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在重点领域形成
更加充分的先行优势，努力以改革的
争先为高质量发展的领先提供强大
动力。

江苏要打好协同联动战，
发挥经济大省辐射带动力

总书记指出，经济大省在落实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应有更大的担
当。江苏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发展战略中主动
作为、协同联动。要加强与京津冀
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
略的对接，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做好援藏援疆等对口帮扶
工作。

“总书记对江苏的期待和要求更
高，也更具体了。”江苏省社科院区域
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程俊杰表示，这
为江苏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
走在前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指引。这
就需要江苏进一步强化“全国一盘
棋”理念，从战略全局出发，加强互联
互通、要素流动、资源整合和产业协
同，更好发挥经济大省对区域乃至全
国发展的辐射带动力。

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江
苏要满足群众多层次保障
需求

徐州马庄香包一年卖出 1400
万元；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旅游年
收入持续保持在亿元以上；2024年
江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
32414 元，位列全国第二……这一
组组数据都是江苏促进共同富裕的
生动注脚。

江苏，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

小、区域发展最均衡的省份之一。
2024年，江苏城镇新增就业143.02
万人、占全国 1/10 以上，城镇调查
失业率 4.5%、低于全国 0.6 个百分
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达6.6万元和3.2万元，城乡居民收
入比缩小至2.04∶1。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党组书记王
斌表示，总书记强调，特别是要抓好
就业这个最基本的民生。人社部门
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江苏今年将大力推动就业扩
容提质，通过拓展平台经济、夜间经
济、银发经济、康养经济等新就业领
域，挖掘就业新增长点。通过线上
平台、直播带岗等方式，促进供需精
准对接。据悉，江苏已优化升级“就
在江苏”线上平台，推广直播带岗、
线上零工市场等应用，每年归集发
布就业岗位600万个以上。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
医疗保障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
了前进方向。”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党
组书记、局长陈红红表示，医保部门
将坚定信心，聚焦多办实事、再上水
平，持续推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
设，满足群众多层次保障需求。

2025年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预期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 120万
人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
老保险体系、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分层分类社
会救助体系。

奋进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