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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戏俱丰”，向改革
创新要活力

最近，涟水县淮剧团带着新创
的大型现代淮剧《村里有个管得
宽》来到省级舞台，为观众们带来
一场生动的乡村故事。

从“村官三部曲”到“党员三部
曲”，十多年来，涟水县淮剧团不断

“突围”，拿出了一部部接地气的好
作品，创造出蜚声全国的淮剧“涟
水现象”。

如今，涟水县淮剧团“人戏俱
丰”，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淮剧‘涟水现象’是靠改革炼
成的。”涟水县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翟永军一语道破。

近年来，淮安市针对基层文艺
院团的发展困局，从体制机制、政
策扶持、人才支撑、绩效考核等多
个方面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涟水
整合县淮剧团和县文化活动中心
资源，成立涟水县文化艺术中心，
核定编制30个、员额指标15个，让
演职人员心无旁骛搞创作。县里还
在专业中职艺校定向培养20名学
员，为淮剧人才培养注入新的动力。

翟永军介绍，“村官三部曲”伊
始，团里就采用“剧组制”运作模
式，以剧目创作需要为第一原则，

团内不论资排辈，“以戏用人”。团
里缺编剧，就聘请社会自由剧作者
袁连成担任编剧；团里缺年轻演
员，就请来上海淮剧团邢娜饰演女
一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戏

“竖起来”。
涟水县淮剧团通过大刀阔斧、

精准有效的改革，实现了凤凰涅
槃。

“文化长河”，奔腾不
息的发展密码

如果你来江苏，可以解锁N种
不同的“水韵”生活。

镇江西津渡，“一眼千年”的历
史遗迹，勾起众多游客探寻古渡文
化的好奇心；苏州平江路，外地游
客和当地居民一起听评弹、赏昆
曲，体验桃花坞木刻年画制作，品
味碧螺春、苏邦菜与网红咖啡的舌
尖碰撞。

在江苏，无论是公园、博物馆，
还是历史文化街区、古镇古村，许
多“顶流”打卡点都是长江、大运河
孕育的。大江大河的水韵，成为文
旅“出圈”背后的流量之源。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江苏考察时指出，江苏要加强优秀
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积极参与建设长江和大运河两大

国家文化公园。
江河交汇，滋润着锦绣大地。

作为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
点建设区，江苏持续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统筹推进两大国家文化公园
一体化建设，形成了在全国具有示
范效应的“江苏样板”。

《江苏省“十四五”文化发展规
划》中提到，统筹推进大运河文化
带江苏段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提升、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名
城名镇保护修复、运河航运转型提
升和岸线空间资源优化，打造先导
段、示范段和样板段。打造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建设四
类主题功能区，建成一批核心展示
园、集中展示带、特色展示点和运
河文化空间，丰富文化传承、教育
传播、服务体验等功能，搭建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

文旅融合，赋能发展。江苏
“千年运河”文旅品牌的培育将推
动沿运河“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办好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
举办文化展示、特色节庆活动，实
施工业遗存活化利用工程，打造世
界遗产研学游、漕运盐运文化观光
游、水运水利工程科普游、古城古
镇记忆游等10条文旅线路。

这条“文化长河”，奔腾不息，
散发着迷人光彩。

制度加持政策加码，
助力企业扬帆出海

企业“出题”，政府“答卷”，得
分项是经营主体对营商环境的“微
感知”。

在江苏，民营企业不断刷新
“存在感”。2023 年江苏进出口
5.25 万亿元，连续 21 年居全国第
二位，增量居全国第一。外贸结构
调整实现新突破，民营企业首超外
资企业成为第一大出口主体。

位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主营业务连续14年全国市占率
第一的国家级“单项冠军”。前不
久，天加又迎来一个重大突破：天
加阿联酋分公司中标中东地区顶
级医疗机构迪拜 HMS Mirdif 医
院。“我们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努
力探索新的合作机会；在海外，还
积极组建本地服务商体系，通过本
地化运营来拓展市场。”南京天加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吴
小泉透露，今年天加在乌兹别克斯
坦的销售业绩同比去年已实现
166%的增长。

要确保“江苏制造”扬帆出海，
生产和交付速度成为关键。吴小
泉告诉记者，南京海关给企业提供

“定制化”服务，通过“机检+人工”
协调联动，推动货物快报、快查、快
验、快放，助推“出海”提速，为企业
解忧。

在江苏，稳定的铁路物流拓宽
了企业出海通道。比如，苏州海关
做好服务前移，通过提前了解企业
出口货物详情，引导企业合理选择
出口模式和物流路径，并积极对接
铁路部门和口岸海关，做好业务量
评估，合理调配监管资源，确保理
货、审单、查验、卡口验放各环节衔
接顺畅，助力企业加速出海。智能
家电、轨距块、复合材料等货物，乘
坐中欧班列16天即可到达哈萨克
斯坦。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激发创业创新活力

记者联系到南京苏青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伯敏时，他正
在新疆出差。眼下，满地图跑已经
成为他的常态。

在大学时就有丰富创业经验
的刘伯敏，在看到《中国合伙人》这
部电影时，深受启发。“南京有那么
多高校，有那么多有梦想有才华的
年轻人，应该建立一个平台，让更

多的创业者可以分享创业经验，抱
团发展。”于是，他创立了“苏青合
伙人”。

在他眼里，现在的创业环境越
来越好。

高位统筹是关键。自2020年
起，《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江苏省促进政务服务便利化条
例》相继出台，《江苏省招标投标
条例》《江苏省促进和保护外商投
资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先后修订、
出台，各地一系列破立并举的改
革举措落地开花。各种“硬核、解
渴”的举措，全面为经营主体壮大
发展“撑腰”。各类经营主体活
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被激
活。

数据为证，商事制度改革以
来，江苏经营主体总量由 2013 年
底 的 525.8 万 户 增 长 到 目 前 的
1462.2 万户，十年间增长 1.78 倍。
去年，江苏更成为全国首个在册个
体工商户总量破千万的省份。

刘伯敏兼职共青团江苏省委
副书记，协管青年创业领域工作。
他想在更广范围服务青年人才创
新创业。“我们要为更多青年在创
业上解忧，在政策上解惑，让更多
创业青年融入城市发展，助力他们
成为‘城市合伙人’。”

向改革要活力，以开
放促发展

今年3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
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
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围

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
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
济基础制度。

江苏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
度抓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统一的市场制
度规则，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打通
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促进商品要
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努
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市场
由大到强、经济行稳致远，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在市场
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的实施意见》，并从地方立法层
面要求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将公平竞争审查作为重大行
政决策或者文件制发的必经环
节；

出台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不予处罚和从轻减轻处罚规
定，在全国首次对“违法行为轻
微”等 5 个方面判定因素进行细
化，建立全国首个省级市场监管
部门减轻处罚清单，累计为4.4万
家经营主体减免罚金逾32亿元；

启动经营主体迁移登记“一件
事一次办”工作，最快只要一天，让
企业“无感换乘”。今年全省已办
理经营主体迁移业务13万余件；

聚焦“一网通办”，牵头推进企
业开办“一件事”改革，将工商登
记、税务登记等7个环节压缩为线
上1个环节办理；

……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新

征程上，江苏的航向更加明确：继
续向改革要活力，以开放促发展。

企业出题政府作答

江苏为经营主体壮大发展“撑腰”

改革创新注活力

一起感受文化值拉满的“苏式”生活

从525.8万户到1462.2万户，十
年间江苏经营主体总量增长1.78倍。
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江苏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通过服务往下沉，政策送
上门，为经营主体壮大发展“撑腰”。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头戏”。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
的土壤，是衡量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
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
好，没有最好”。江苏瞄准“持续建设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的目标，一体推进政策、市场、政
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努力
打造“创业者乐园、创新者天堂”。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苏宁

在江苏，与文化“约会”的
一天是什么样？

夏日早晨，微风带来一丝
清凉，跟小伙伴们一起游览扬
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感受大
运河文化魅力；吃完午饭，去剧
院享受一场原创“苏”剧；夜幕
降临，搬个小板凳，捧上西瓜，
家门口的电影之夜正在进行
……美好的“苏式”生活被文化
浸润、被文艺充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文化改革发展，
把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
要内容作出战略部署，把文化
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谋划推进。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
族强。“十四五”期间，江苏文
化体制改革不断纵深推进，文
化“软实力”不断成为江苏“强
实力”，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新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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