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江苏省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坚定信
心、鼓足干劲、勇挑大梁——
奋力书写‘走在前、做示范’
新答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活
动第八场。宿迁市委副书记、
市长刘浩围绕“全力建设长三
角先进制造业基地，推动中国
式现代化宿迁新实践取得新
突破”作主发布。宿迁市和有
关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推动全市制造
业实现“智改数转网联”举措等方面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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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切入点，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
平存在差异，作为江苏新兴工商
城市，宿迁如何找准切入点，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

刘浩介绍，发展新质生产力，
宿迁既有迫切的需求，也有清晰
的路径。

一是立足“宿迁基础”，让“老
家底”焕发出“新气象”。宿迁抢
抓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机遇，
大力实施“产业结构优化、设备更
新改造、产品提档升级、科技创新
引领、智改数转网联、绿色低碳转
型、企业管理赋能”七大焕新行
动，以政府实打实的支持助力企
业按下转型升级“快进键”，加速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二是擦亮“宿迁特色”，将“好
禀赋”培育成“新地标”。宿迁将
加快推进优质资源转化和优势产
业培育，打造更多在全国具有较
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色地标产
业。以功能性、高端化膜材料为
发展重点，深耕光学膜、电子膜等
领域，抢占前沿膜材料技术制高
点，力争到2025年产值达400亿
元，2030年产值全国占比提高到
20%，把宿迁打造成为名副其实
的“中国膜城”。

三是选好“宿迁赛道”，把“新
风口”转化为“新引擎”。发展新
质生产力，更多立足自身产业水
平，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在此基础上，围绕打造“华东光
谷”，紧盯“智创”发展新方向，从

“市场占有量”和“科技含量”两个
方面发力，出台支持激光产业发
展的专项政策，鼓励企业改造升
级、科技创新、拓展领域，加快从

“一束光”向“多束光”的裂变。

三个方面齐发力，全
力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
业基地

“下一步宿迁将重点从培育
产业集群、锻造新质生产力和营
造全省一流营商环境三个方面发
力，让宿迁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
地成色更足、特点更亮，不断提升
在全国的影响力。”宿迁市副市长
仲小兵介绍。

第一个方面是培育产业集
群，构建制造业体系“四梁八
柱”。下一步，将坚持规划引领，
加快壮大“615”产业体系，在此

基础上，到2030年，力争机电装
备、绿色家居、新材料三大产业产
值再超千亿。围绕千亿级产业，
集中力量培育15条重点产业链，
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精准分类
培育骨干企业，加快推动强链补
链延链。

第二个方面是锻造新质生产
力，做好高质量发展“三篇文
章”。第一篇文章是传统产业的

“存量焕新”。第二篇文章是新兴
产业的“增量壮大”。第三篇文章
是未来产业的“变量突破”。

第三个方面是坚持软硬齐
抓，推动营商环境全省一流。加
快争先进位，力争3个国家级开
发区、高新区全部进全国百强，4
个省级开发区进入全省五十强，6
个南北共建园区站稳全省第一方
阵。未来几年，进一步强化交通
物流优势，潍宿、合宿等多条高铁
将在宿迁交会，高速公路将增至
8条，宿连航道明年全线通航，企
业出海通道将有更多选择。

同时，一手抓政务服务优化，
一手抓生产性服务业壮大。着力
发展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科技服
务、商务服务，力争明年占服务业
增加值比重突破50%。

破解企业“三不”难
题，推动全市制造业“智
改数转网联”

江苏深入实施制造业智能化
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
划，宿迁市频频在全省崭露头角，
宿迁目前建设情况如何？“近年
来，宿迁以‘龙头带动、百企智造、
千企上云、万企联网’四大工程为
抓手，全力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
产业化，制造业腾‘云’而起，省星
级上云规上企业覆盖率 54.2%、
全省第一，产业数字化发展指数
91.27、全省第三，成功入选省制
造业‘智改数转’成效明显地区。”
宿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李民
富介绍，下一步，宿迁将持续发
力，破解企业“不敢转”“不愿转”

“不会转”难题。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增强企

业“敢转”的信心。对实施智能化
改造的项目最高给予400万元奖
励，对使用银行贷款更新设备的
企业给予2个点贴息，推动“智改
数转网联”扩规模提动能。

二是突出标杆示范，提高企
业“愿转”的意识。持续放大标杆
企业示范效应，让企业有“看得见
的差距、摸得着的路径、算得来的
效益”，以点带链、以链促面，推动

“上云、用数、赋智”全覆盖。
三是筑牢技术支撑，提升企

业“会转”的能力。着力构建政府
部门、专业服务商、机构高校等协
同联动的“3+X”生态圈，推动含
中国信通院等国家队和熵图、科
能等本土队伍在内的 59家服务
机构共同组成服务商资源池，打
造 产 业 发 展 高 端 智 库 ，聚 焦

“615”产业体系制定行业“智改
数转网联”通用方案，让企业“一
看就懂、一学就会”，为企业“智改
数转网联”保驾护航。

四个方面“抓”科创，
支撑产业持续创新

宿迁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
撑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方
面，下一步有哪些打算？

“近年来，我们以建设国家创
新型城市为统领，努力完善科技
创新体系，着力激活内生发展动
能，2023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比
首次突破2.0%，高新技术企业数
保持近20%的增长、达785家，科
技创新支撑产业创新作用不断凸
显。”宿迁市科技局局长吕娟介
绍，下一步宿迁将从四个方面为
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做好
科技支撑。

一是抓科创平台载体，打造
产业创新“策源地”。加快推进与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深度合
作，主动承接好上海、南京、苏州
等地项目成果资源，构筑长三角
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

二是抓创新型企业，打造产
业发展“强引擎”。以人才科技项
目引育为抓手，打造创新“生力
军”。积极培育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小升
高”计划，夯实创新“主力军”。滚
动评选高新技术企业创新20强，
育强创新“先锋军”，不断壮大创
新型企业集群规模。

三是抓研发协同攻关，打造
产业攀升“硬支撑”。深入实施重
点研发攻关行动，推进新兴产业
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开发、重点
传统行业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未来
产业领域前沿技术突破，引导有
条件的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
开展前瞻技术研究和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

四是抓创新型人才，打造产
业飞腾“核心要素”。宿迁将以全
省人才协同发展改革示范区建设
为契机，深入实施“宿迁英才”计
划，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
域，加快引进一批高端人才和团
队。

坚持“四化”同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宿迁全力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

刘浩介绍，近年来，宿迁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聚焦“省内作出更大
贡献、全国奋力争先进位”目标定
位，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
份厚实的“宿迁答卷”。

综合实力实现了“初露头角”到
“拾级而上”的转变。地区生产总值
十年跨了三个千亿台阶、去年达
4398.07亿元，排名从2014年的全国
95 位提升至 68 位、每年前进 2-3
位；人均GDP上了五个万元台阶；经
济总量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省
占比逐年提升；所辖三县全部进入
全国百强县。

产业发展实现了“蓄势待发”到
“百业集聚”的转变。工业总产值上
了四个千亿台阶、去年突破5000亿
元，位列国家先进制造业百强榜第
76名。服务业增加值达两千亿，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值突破 1300 亿
元，作为“电商名城”，每秒钟有37件
快递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大闸蟹
出口量连续18年位居全省首位，农

业主导产业群链综合产值近千亿。
生态公园实现了“大写意”到

“工笔画”的转变。获批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林木覆盖
率、中心城市绿化率分别居全省第
三、第一，“耿车蝶变”成为全省践行

“两山”理念典型案例，公众生态环
境满意度全省最高。

改革创新实现了“局部探索”到
“系统集成”的转变。宿迁加快建设
“四化”同步集成改革示范区，新增
国家级改革试点 90 项、省级试点
340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黄
河故道生态富民廊道建设等380余
项改革获国家级和省级推广，获评
中国改革2023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
革市域案例。

人民生活实现了“奋力奔小康”
到“迈向现代化”的转变。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翻一番，城乡
收入比 1.57：1。蝉联全国文明城
市，城市信用监测排名全国第五，市
区社会文明程度连续多年位居全省
首位。

“作为发达省份的后发地区，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宿迁面临着
做大总量与提升质量的双重任务。”
刘浩表示，下一步宿迁将坚持“四化”
同步、彰显特色优势，全力建设长三
角先进制造业基地，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宿迁新实践取得新突破。

一是攻坚千亿级产业，打造长
三角优势群链集聚地。实施千亿产
业三年攻坚行动，推动新能源“产、
发、储、用”一体发展，构建纺织“一
根丝、一匹布、一件衣”全产业链，大
力培育新型食品产业，高端纺织、绿
色食品产值今明两年突破千亿。根
据产业特色，打响“中国酒都”“中国
膜城”“华东光谷”品牌，明年酒产
业、膜材料、激光产值分别达 530
亿、300 亿、100 亿。实施“百亿龙
头、上市企业、专精特新”拔尖工程，
2025年上市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
企业分别达20家、50家。

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长
三角高端产业承载地。制定出台新
质生产力“1+3”三年行动方案，实施
传统产业焕新行动，每年组织实施
焕新项目400个以上。开展新兴产
业壮大行动，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
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
4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2%。开展培
育未来产业三年行动，构建前沿新
材料、新型储能、氢能、元宇宙“3+
1+X”未来产业体系，争取到2026年
产值突破500亿元。

三是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打
造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地。实施创
新梯队打造计划，2026年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1000家、科技型创新
企业超2000家，每年新增省级以上
研发机构30个以上。实施科创资源
集聚计划，加快建设江苏人才协同
发展改革示范区，每年转化高科技
成果项目300个以上。实施智改数
转网联计划，每年新增3个省重点工
业互联网平台、5家省智能制造示范
工厂，目前已创成省智能制造示范
工厂42家，2026年能够达到55家，
致力打造江苏省产业数字化转型示
范区。

四是推进“四化”同步集成改
革，打造长三角优质要素协同地。
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数实融合”、
工业与服务业“两业融合”、城乡要素

“双向流动”、农业“接二连三”等新机
制，2025年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5，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收超
1600亿元，城市化率超66%。推动运
河宿迁港与连云港海港、徐州陆港、
淮安空港“四港联动”，2025年临港产
业规模将会突破4000亿元。

五是提升共建共享水平，打造
长三角美好生活幸福地。每年吸引
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6万人
以上，2025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可达 3.6 万元以上。高水平建
设民生“七有”，切实抓好78项民生
实事，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坚持“四化”同步
全力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

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综合实力实现“拾级而上”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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