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体来看，江苏在这份年中成绩单里拿到
多个第一。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3326亿元，同比增长5.8%，增量继续保持全
国第一。

同时，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培育壮大，加快打
造“51010”集群梯度发展体系，深化开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省级试点，设立了总规模
500亿元的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首批14
支产业专项基金已经签约落地，以耐心资本引
领新兴产业发展生态，全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占比提高至41.3%，高新技术产业占比首次
突破50%，达到50.6%。

此外，“民营经济20条”等政策效应加速显
现，经营主体活力进一步释放，上半年江苏全
省民间投资增长6.2%，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67.3%、位居全国第一。另外，以“一带一路”交
汇点建设统揽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省实际利用
外资规模、制造业外资和外资利润再投规模都
居全国首位。

城乡区域协调步伐加快，经济布局更加均
衡，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75%，城乡居
民收入比降至2.07：1，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
小的省份之一。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今年的各
项民生实事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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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江苏省政府新闻办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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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新闻发布会。会上，江苏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党组书记沈剑荣介绍，今年
以来，全省经济高开稳走、回升向好，地区生产总值增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益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红艳）降水短暂控场，高
温间歇，末伏迎来难得的“清凉”。随着副高再次
北抬，8月 23日—24日江苏高温又要卷土重来，
徐州24日可能冲上37℃。

19日午后开始的这场雨下得酣畅淋漓。根据
江苏省气象台统计，19日 14时至20日 14时，全
省大部分地区均出现降水，其中省内西南部地区
暴雨到大暴雨，沿淮和淮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南
京、连云港、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7个市
171站降水量达100毫米以上，扬州1个市6站降
水量达 250 毫米以上，最大扬州市区梅岭街道
305.9毫米。

受降水系统影响，高温瞬间被瓦解。20日全
省最高气温：淮北东北部、沿江中西部地区27—
28℃ ，东 南 部 地 区 34—35℃ ，其 他 地 区 30—
32℃。由于空气湿度大，降水看似带来了“凉快”，
可人体闷热感依旧较明显。

虽然暴雨蓝色预警相继解除，但根据最新预
报，8月20日夜里到21日白天，淮河以南地区仍
有明显降水，20日夜里到21日淮河以南地区阴有
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中西部到江淮之间东部地
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外出
仍要带好雨具。

随着降水结束，气温将有所回升。21—22日
全省最高温依旧不超过35℃，23日全省大部分地
区有35℃高温天气。

南京的高温要回归得更早一些。从最新气象
资料来看，20日夜里到21日白天，全市阴有阵雨
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预计21
日夜里转为多云到阴的天气，届时副热带高压再
次北抬，22日—24日全市还会出现35℃到 36℃
的高温天气。

南京三日天气
今天 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

分地区暴雨，夜里阴转多云 偏北风3到4级
26~32℃

明天 多云 西南风3到4级 26~35℃
后天 晴到多云 偏南风3到4级 26~36℃

最近，一群黄嘴白鹭出现在盐城东台条子泥
湿地，它们伴着微风，漫步滩涂，或觅食或飞行，宛
如仙气飘飘的“白色精灵”。

黄嘴白鹭，属于鹈形目鹭科白鹭属鸟类，一种
中型涉禽。是鹭科白鹭属的水鸟，一种覆盖冠毛、
有黄色喙的白色白鹭，又叫白老、唐白鹭等。与其
他白鹭的区别在于脚黑色，趾黄色。

黄嘴白鹭的眼睛犹如深邃的黑宝石，灵动而
敏锐，时刻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常一脚站立于水
中，另一脚曲缩于腹下，头缩至背上呈驼背状，长
时间呆立不动，行走时步履轻盈、稳健，显得从容
不迫。

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黄嘴白鹭的数量曾急剧
减少，2021年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黄嘴白鹭出现在条子泥湿地，是对这里生态
环境优良的有力证明。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条
子泥湿地广袤的滩涂、清澈的水域和茂密的植被，
为黄嘴白鹭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和觅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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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黄嘴白鹭
做客条子泥湿地

雨水“续费”
气温降了，闷热感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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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上，一组数据透露出江苏民营经济持续
回升向好。今年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外贸进出口成
为亮点和经济增长的支撑。民间投资增速较去年同
期提高4.8%，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11.2%，民营
企业出口超过全省出口的50%，民营企业进出口高
于全省进出口增速6%。

沈剑荣介绍，为了促进民间经济发展，在加快落
实民营经济二十条措施的同时，江苏创新设立了民
间投资重点产业项目库，首批入库200个项目，总计
划投资648亿元，上半年已完成339亿元，对入库项
目，用地计划、能源保供等实行“免申即享”。同时依
托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持续向民间
资本开展项目推介，截至目前推介项目超过 550
个。此外，引导民营企业共建共享海外仓降低物流
成本，省市重点培育公共海外仓超80家。支持民营

企业汇率避险，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
面，提升出口风险防范能力。

近期江苏开展了民营经济系列政策评估，发现
在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生产要素获取、产权和企业家
权益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后续
将努力推动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
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比如全面落实
市场准入“非禁即准”“非限即入”，加快破除招投标
隐性壁垒。

国家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正在上线，今
年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成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建立
了省、市、县三级发展改革部门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
通交流机制；目前国家正加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江苏后续将配套制定《江苏省民营企业权益保障条
例》，已列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两重”“两新”等是今年以来的热词，发布会
上，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季鸣介
绍，目前，江苏省超过200个项目得到国家超长期
特别国债支持，主要集中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加快长江沿线高质量绿色融合发展、高等教育提质
升级、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建设、粮食和重要物资储备
设施以及数字经济等领域。配套政策上，已经出
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实施方案、未
来产业发展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设立了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和专项基金。

另一方面，江苏初步形成“1+N+13”的“两新”政
策体系，目前“两新”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据统计，通
过“免申直达”的方式，省市两级财政共贴息2个百
分点，相关银行与企业签订了158个项目贷款合同，
涉及设备购置的贷款262亿元，已放款95亿元。截

至今年7月底，设备更新方面，全省工业领域设备更
新19.2万台（套）；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4210部，
更新电梯（含整机及零部件）1998余台；报废更新农
机2.4万台（套），带动农机设备投资23.7亿元；更新
供水、供热、供气管网1291公里；更新教育设备3.6
万台（套），更新重点医疗设备765台（套）。在消费
品以旧换新方面，组织开展“苏新消费”系列活动，回
收废旧汽车16.3万辆、家电260万台。在回收循环
利用体系建设方面，全省形成再生资源回收网点1
万余个、分拣中心近300个、集散交易中心10个。

近期，国家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国债加力支持
“两新”项目。季鸣透露，江苏省的实施细则将于近
日推动出台，大力推动补贴资金直达快享。另外，结
合开学季、国庆、“双十一”等重要节点开展主题消费
活动。

沈剑荣进一步介绍，近一阶段江苏新型城镇
化工作成效突出。2023年江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超过 75%，高于全国近 9个百分点。全省 21个县
（市）经济总量迈上千亿台阶，25 个县（市）上榜
“2024 年中国百强县”名单，上榜数位居全国第
一。在全国率先实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设区市全覆
盖，13个设区市均建成“千兆城市”。与此同时，以

“双向赋能”为引擎的城乡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农
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也不断深化，城乡公共
资源配置更加均衡，城乡产业发展更加协同，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宁锡常接合片区探索形成两
批49个典型案例。

接下来，江苏将持续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
展。在落户、就业、教育、养老等方面，持续提升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比如，推动南京进一步优化

积分落户政策，推动苏州市区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又
比如推动职业技能培训“应培尽培”，支持开展“订单
式”培养，这方面苏州已全面展开。

在强化中心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强化都市圈
跨区域协同发展，深入推进产业圈、通勤圈、生活圈

“三圈”共建共享。强化县城和小城镇支点作用，支持
有条件的重点中心镇发展成为现代新型小城市。

同时夯实城镇化产业基础和人口支撑，提升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推
进农村“三块地”改革，进一步盘活农村土地资产。
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鼓励城市资本投资农
业领域，加速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此外，江苏还将推
动城市公共资源向乡村延伸，大力发展新乡村新业
态，打造一批数字乡村、乡野硅谷、数字游民社区等
新业态新模式的新乡村。

多举措持续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超长期国债加力“两新”细则即将出台

《江苏省民营企业权益保障条例》起草中

GDP增量全国第一

今年江苏经济高开稳走、回升向好

“期中报告”拿到多个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