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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陈诚 记者 徐红
艳）8月6日，现代快报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
力有限公司获悉，2024上半年江苏全社会
用电量达 39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0%，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
服务业用电量领跑三大产业，制造业保持高
端化、低碳化态势。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
江苏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较全国平均增速高
0.9个百分点，从用电量角度展示了江苏经
济的强大韧性和活力。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江苏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11.5%、7.4%和12.3%，居民生活用电增速为
13.2%，均呈现出良好增长态势。

据江苏省统计局，上半年江苏GDP总
量达到63326.3 亿元，同比增长5.8%，GDP
增量位居全国第一。

电力消费增速变化趋势侧面印证了经
济稳中有进的整体趋势。从用电量贡献度
来看，三大产业及居民用电对全社会用电量
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1.2%、58.0%、22.6%和
18.3%；从产业转型的视角来看，第三产业
用电增幅继续领先于第二产业增幅，反映了
江苏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稳健；从各设区市用
电量来看，上半年全省各地区全社会用电量
均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淮安、扬州、宿迁、
南通和连云港等5个市的全社会用电量增
速超过了1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随着江苏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不断深入，相关行业用电量也在增长。数
据显示，上半年，江苏以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汽车制造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呈
10.4%的增长速度，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6.1%，汽车制造业用

电量同比增长15.7%，仪器仪表制造业用电
量同比增长12.0%。

“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江苏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累计用电量增速和增量在31
类制造业中均排名第一。”国网江苏经研院
规划发展研究中心能源研究室主任李琥介
绍，高端制造业用电增长态势大幅领先于钢
铁、化工等传统高耗能行业，这也从侧面表
明江苏制造业转型升级趋势不减，高端、低
碳正愈发成为制造业发展的大方向。

此外，服务行业增势良好。数据显示，上
半年江苏八大服务业平均增速为12.3%，全省
住宿和餐饮业用电增速14.7%，现代服务业发
展良好，批发和零售业用电同比增速17%，社
会零售消费加速复苏，代表商业服务活力的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用电同比增加超过15%，
折射江苏市场人气旺、消费热、活力足。

上半年全省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9%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挖下邗沟的第
一锹土，隋炀帝杨广在邗沟的基础上，开挖
南北大运河，扬州由此成为中国大运河原点
城市。

2014 年 6月 22日，中国大运河成功入
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十年后，让我们再次
回到“生长原点”，见证大运河从这里流进千
年文脉。

8 月 9 日，“江苏文脉大讲堂·13 市 13
讲”将走进扬州。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党
支部书记、馆长，研究馆员郑晶以“扬州：大
运河从这里流进千年文脉”为题，介绍运河
给扬州、给江苏带来的交流融合与繁盛发
展，带领大家触摸运河生生不息的脉动。

本期江苏文脉大讲堂由中共江苏省委宣
传部指导，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现代
快报社、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承办。

“州界多水，水扬波”，扬州水网密布，桥
梁众多，山水城林美如画，无处不透露着水
韵古城的魅力。

如今，走在扬州城内，依然能够看到大
运河给这座城市留下的痕迹，包括春秋、两
晋、隋唐、明清各个历史时期运河的重要河
道遗存，以及古港口、渡口、湖泊、园林、古建
筑……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运
河水的滋养，造就了扬州南北交融、人文荟
萃的气质，吸引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留下了
无数千古绝唱和传世名篇。

乾隆时期，得益于徽商的赞助，“扬州八
怪”异军突起，以朴拙、谐俗、新奇的风格开
创了大写意画风。扬州八怪的笔墨，赋予了
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标签。

一线通南北，往来天地间。大运河按着
千百年来的节奏从人们身边流过，千帆历
尽，沧海桑田，古老符号的背后也有现代都
市的新气象。本次讲座的地点扬州中国大
运河博物馆便是扬州新晋网红“打卡地”，开
馆3年，线下观众84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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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脉大讲堂后天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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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
江苏文脉视频号
观看直播

扫码关注
现代+APP
观看直播

扫码关注
江苏文脉公众号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推动新时代本科教育
教学高质量发展，8月5日至6日，江苏省新时
代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大讨论在常州举
行。活动围绕“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
产教融合”主题，为全省高校交流经验、碰撞
思想搭建平台，部署下一阶段全省本科教育
教学工作。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树兵出席
并讲话，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作
主旨报告，多所高校和企业代表聚焦深化产
教融合作经验分享。全省本科高校领导和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本次大讨论，1万人次
在线同步观摩。

会议指出，全省本科教育系统要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领会、准确把
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
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
体效能”的重要内涵。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超常布局急需专业，完善
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发挥好高等教育龙头作
用，率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会议强调，产教融合是深化教育科技人才
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关键点和着力点。要深
刻把握产教融合的本质内涵和规律特征，清
醒认识当前高校推进产教融合存在的问题，
主动作为，准确定位，完善机制，探索破解产
教深度融合存在的瓶颈。要推进本科阶段对
高校、师生的评价方式，突出人才和科技创新

服务区域发展的实效，主动“走出去”，深入产
业一线，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解决真问题。

据了解，围绕本次大讨论活动主题，全省
高校开展了深入调研，并在会上开展了经验
交流。其中，南京大学立足人工智能时代对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全面赋能教育
教学变革创新。东南大学依托示范性特色学
院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共同体，构建服务新
质生产力、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卓越创新人
才培养体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聚焦卓越工
程师核心素养培养，搭建“学生科创-教师科
教-员工进修-校企攻关”一体化的协同育人
平台。南京工业大学实施专业集群化建设，
设置校企协同微专业，数智赋能产教融合课

程和师资队伍建设。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创新
“学校+园区+企业”协同育人机制，搭建覆盖
全产业链的实践平台。常州大学前瞻性组建
校企联合创新联合体，探索形成产教融合“常
大方案”。淮阴工学院和企业共建一批覆盖
淮工专业和淮安产业的产业学院，形成“接地
气”“进产业”“聚合力”的产教融合办学特色。

常州大学副校长李忠玉介绍，作为江苏省
人民政府与三大石油公司共建高校、江苏高
水平大学建设高峰计划建设高校，常州大学
始终坚持依托行业、立足地方，为我国石油化
工行业和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
贡献。

通讯员 包海霞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陆文杰

江苏新时代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大讨论在常州举行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晓安）技能人才落
户宣讲、人才落户申请材料现场预审、人才
落户业务“帮代办”……8月6日，苏州市技
能人才落户“上门办”活动走进苏州汇川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川技术”），让更
多的技能人才深入了解了苏州的人才落户
新政，助力他们在苏州“落地生根”。

公司人力资源部员工关系高级经理张
红灯介绍，近三年来，通过人才落户的方
式，经由吴中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审
核完成、在苏州顺利安家落户的该企业员
工已达两百多人。

此次技能人才落户“上门办”活动现
场，一方面，苏州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技
能人才落户政策进行了宣讲，并为企业技
能人才进行答疑解惑；另一方面，对有落户
意愿的技能人才当场提供的材料及时进行
现场预审。

新政的便捷，加上苏州这座城市的独
特魅力和宜居环境，激发了越来越多汇川
技术员工落户苏州的强烈意愿。此次活动
的开展，更是通过“一对一”等方式，打通了
技能人才落户政策落实落地的“最后一公
里”，为苏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能人才支撑。

苏州是制造业大市，经济的发展离不
开技能人才的支撑。今年1月起实施的人
才落户新政，首次将技师及以上技能人才
纳入“先落户后就业”对象范围，高级工落
户条件也进一步放宽，年龄条件从35周岁
以下放宽到40周岁以下，社保缴纳年限从
6个月缩减到3个月，引进技能人才紧缺工
种目录从之前的108个扩大到141个。

接下来，苏州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创新
技能人才落户服务方式，拓宽服务渠道，提
升服务质量，助力技能人才在苏“落地生
根”，让高技能人才与苏州高质量发展“双
向奔赴”。

为满足广大读者和观
众的需求，本期江苏文脉
大讲堂同步开设网络直
播。届时欢迎你的加入！

上门办落户
助力技能人才“落地生根”

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8月6日，现代
快报记者从苏州轨道交通获悉，2024年8月
1日至 9月 30日，乘客使用苏州地铁乘车
APP“苏e行”，且支付方式设置为数字人民
币，每月（以自然月计算）扫码乘坐苏州轨道
交通，单个“苏e行”账户（以手机号为准）实
际支付满相应金额后，次月即可获赠电子
计次票，可用于免费乘坐苏州地铁。

乘客当月数币实付金额为10元（含）至
25元（不含），可获赠1次电子计次票；为25
元（含）至40元（不含），可获赠3次电子计
次票；达40元（含）及以上，可获赠6次电子
计次票。实付金额即“苏e行”账户实际支
付数字人民币金额，不含优惠金额。据悉，
赠票将于次月初发放至达标的“苏e行”账
户卡包内，仅限在苏州轨道交通使用，有效
期至2025年3月31日，过期作废。

用数字人民币乘苏州地铁
最多可免费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