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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来，扬州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为制胜法宝和动力源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

历史性成就。走进新时代，扬州进一步解放思想，以高质量发展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要求，全面提升“创

新扬州、精致扬州、幸福扬州”建设水平，精心打造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独具魅力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充满活力的新兴科创名城，推动扬州发展迈向新辉煌。

守正创新，挺立跨越发展之脊

薪火相传，鼓棹扬帆。扬州是一座守正之城，她风雨沧桑，初心不改；扬州是一座创新之城，她潜力

无限，蓄势待发。改革开放 40年来，扬州人勇领风气之先，谋划发展之计，奋起千钧之蹄，在守正中创新，

在创新中前行，挺起了跨越发展的脊梁。

科学规划绘蓝图。回顾扬州改革开放 40年来的风雨历程，每一次发展大跨越都发轫于思想大解放、改

革大突破。伴随着城市空间的发展，扬州先后制定了三轮规划，与时俱进对城市性质作了明确定位。1983

年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城市的定位是“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传统特色的旅游城市”；1996年第二

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将城市定位为“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传统特色的风景旅游城市和长江下游重要

的沿江工贸城市”；2002年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又将城市定位为“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传统特色的风

景旅游城市，适宜人居的生态园林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北翼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扬州

进一步提出全面提升“创新扬州、精致扬州、幸福扬州”建设水平，着力打造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独具

魅力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充满活力的新兴科创名城。城市规划的演进表明了扬州建设“宜居、宜游、宜

创”名城、争创城市发展新辉煌的信心和决心。

持之以恒显定力。抓落实就要有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从改革开放之初以建设历史文化名

城为追求，到现在以建设“三个名城”为追求，扬州人始终坚持方向不动摇、目标不漂移、精力不分散，

看准的事就排除万难一抓到底，通过聚焦大事要事，清单式、项目化推进重点任务，使各项工作得到落实。

特别是近年来，围绕高质量发展新要求，扬州提出了办好“新十件大事”，既有打造产业集群、建设科创

名城、发展旅游产业、构建现代交通体系等事关发展全局和长远的大事要事，又有大运河博物馆、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中央水库、滨江公园建设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工程。一路走来，不改初心，扬州

人正是凭借这种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不断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精益求精强功能。改革开放 40年来，扬州人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勇于创新、不断突破，推动扬州从工

业城向综合城再向生态城昂首迈进，不断提升城市功能。2014 年 9 月 19 日，瘦西湖隧道建成通车，打通

了扬州城区东西向交通瓶颈；扬州南部快速通道东牵江都、中穿主城、西连仪征，横贯“一体两翼”，缓

解了老城区交通压力，提升了城市品质；近 10年建成企业院士工作站 77家，引进院士专家 400多名，汇

聚了优质的创新资源；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是扬州公园体系建设的开篇大作，体现了扬州城市发展理念的

传承和提升；花都汇是垃圾填埋场中“长”出的生态公园，彰显了绿色发展……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聚力创新，跨越发展，扬州的名城建设之路越走越宽。

人民为本，精心打造公园城市

改革开放 40年来，扬州把集生态涵养、城市核心资源保护、市民运动健身和社会交往、防灾避灾、城

市发展空间储备和预留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城市公园作为扬州新的时代标识，始终坚持人民本位，努力“把

人们心目中的扬州建设好”。

系统治理，塑生态环境之美。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首先是生态环境美。为此，扬州着重对生态环境进

行系统化治理。治城先治水，挂牌成立了“清水活水办公室”，专责督办水生态治理。累计投资数以百亿

元计的资金，实施“源头活水”“控污截污”工程，使扬州市区河道水质明显改善，基本实现“水清、流

畅、岸绿、景美”。同时，实施“绿杨城郭新扬州”三年行动计划。每年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 5%专项用于

城市绿化，保证生态投入增幅高于 GDP和财政收入增幅。每年植树 500万株，新增城市绿地 100万平方米。

制定出台《扬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省内首创“市政府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启

动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努力推动产业转型提升，为生态减压减负，使绿色成为扬州的城市底色、发展主

色和鲜明特色。

舍得投入，务公园建设之实。舍得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建公园、舍得投入资金配设施、舍得投入心思

去栽好树，彰显了扬州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深刻认识。本世纪之初，扬州拉开了公园城市建设的

序幕，建成文昌广场、世纪广场、来鹤台广场、维扬广场等景观绿地 20 多个。2007 年，扬州确定一批永

久性保护绿地，蜀冈西峰生态公园、万花园等 20 多块绿地得到永久保护。2014 年起，扬州先后规划改造

和建设了曲江公园、龙川公园、扬子津古渡公园、蜀冈西峰生态体育公园。2015年 9月，扬州提出建设“111”

公园体系的目标任务，建设 10个 1平方公里以上生态体育休闲公园、100个社区公园、1000个农村“五个

一”健身广场。2017年《扬州市公园条例》得到批准并实施，将公园体系建设和管理法制化，这是扬州民

生领域首部地方性法规，也是全省首部关于公园的立法。

顺应民心，畅城市发展之脉。一座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必是一座普惠式的公园城市，尤其需要发挥

交通的公共性和便利性，把公园“链接”到家门口。改革开放 40年来，随着环城高速、润扬长江大桥、宁

启铁路、扬州泰州机场等陆续建成，扬州形成了“公铁水联运、江河海沟通”的大交通格局。为了进一步

夯实公园城市建设的基础、拉近人民群众与公园城市的距离，扬州正在加快推动全市交通形成“外高内快、

主次匹配、枢纽居中、快连快通、好行好停、高效舒心”的现代化交通格局，真正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古今辉映，彰显文旅名城魅力

改革开放 40年来，扬州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自觉，借助城市文脉的传承创新，做好古今文明交相辉映的

文章，在擦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金字招牌的基础上，坚持国际化视野，打造独具魅力的国

际文化旅游名城。



文化为魂，活化优质资源。扬州城市文化具有坚韧厚重、精致秀美、兼容并蓄的品格。扬州将历史文

化作为城市的精神宝库，传承古代文化的自信，展现现代文明的自觉，使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扬州在文化挖掘、文化传承、文化惠民上下功夫，把藏在地底下、库房里的文化挖掘出来，在当代重生，

在生活中活化。通过评选特色群众文化品牌、优秀群众文化团队，支持民间文化机构举办特色活动，建设

城市书房等惠民育民措施，既传承了历史文化，又激发了文化市场的内在动力，让精品先进文化一点一滴

渗入寻常百姓家。全市现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3项、国家级非遗项目 19项、省级非遗项目 61

项。

包容为魂，广聚天下好友。扬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意大利的马可·波

罗、韩国的崔致远、阿拉伯的普哈丁等都曾在扬州留下行迹。以史可法和朱自清为代表的英雄主义文化、

以五亭桥等为代表的开放包容文化、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民本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扬州与世界 50多个城市

结为友好城市，与 16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经贸、文化往来。近年来，扬州奋力担纲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扬

州示范”，加快建设世界运河文化名城。着力建设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和世界运河城市论坛永久会址，先行

先试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充分发挥好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

合作组织的平台作用，办好世界运河大会、世界运河城市论坛，扬州正以大运河文化为纽带，广聚世界好

友，“满足世界人民对扬州的向往”。

品质为魂，提升精致内涵“。精致”是扬州城市的基因。近年来，扬州紧紧围绕提升精致城市品质做

文章，从精当规划、精心设计入手，增强精品意识，推进精细管理，实现了注重科学发展和可持续的精明

增长。不断优化空间布局，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和宁镇扬同城化；持续彰显人文特色，全力打造“文化

扬州”；大力改善人居条件，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强化城市设计，突出古城与新区的有机接续、传统建筑

与现代景观的有机融合；完善数字化城管新模式，形成了市为指导、区为主导、街道为重点、社区为基础

的网格化管理四级责任体系，提升了城市精细化、人性化管理水平，让城市更加温暖、更具温馨、更有温

情。

永葆生机，建设当代科创名城

进入新时代，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扬州提出争创发展新辉煌，深化建设

科创名城之路，不断强化城市的魅力。

开启科创发展的“新引擎”。惟创新者进，惟创造者强，创新创造是一座城市永葆生机的活力源泉。

扬州坚持把创新创造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让创新创造成为城市的内在气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兴科

创名城建设的工作意见》，明确指出建设新兴科创名城是扬州抢抓创新发展机遇的战略举措、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选择、再创辉煌的可靠路径。深入实施创新发展工程，努力引领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为“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扬州”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决胜“两创示范”建设，以顺利通过全国小微

“两创示范”验收为目标，加强科技创新 28条、知识产权 13条、创新券等重点政策的宣传和落实力度，

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高潮，促进“两创示范”工作取得关键性突破，增强城市创新竞争力。

抓住科创发展的“牛鼻子”。一个项目成就一个产业，一个产业撑起经济的钢筋铁骨。改革开放以来，

扬州始终坚持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用实实在在的项目拉动产业发展，以项目建设的成效促进经

济的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以高质量项目夯实科创名城基石，始终坚持“项目为王”发展理念，

保持项目建设数量不减，更加突出项目建设质量，特别是以项目的亩均投资、亩均销售、税收和竣工后研

发投入等论英雄，推动资源要素向高效益高产出的项目倾斜。不断调轻、调新、调高、调绿产业结构，深

入实施“科教合作新长征”和“科技产业合作远征计划”，进一步聚焦名校名企、大院大所，从过去造船、



石化等传统产业占大头，变为汽车、机械等先进制造业以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加强与清华大

学启迪科技园及 MEMS研究院、中科院扬州中心、重庆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航天五院和西安光

机所等重点合作项目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不断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构建科创发展的“强磁场”。扬州在集聚创新资源、优化发展环境、创新工作举措上持续发力，促使

科创生产要素不断集聚。坚持把科技投入作为战略性投资，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稳定增长机制。加强现有科

技、人才、产业相关政策集成，设立新兴科创名城建设专项资金，加大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梦想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等投资力度，大力引进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扩大“苏科贷”、“扬科贷”、市科技型

中小企业风险补偿贷款、“人才贷”等贷款规模，积极探索发展“知贷通”等专利质押贷款产品。加快建

设有利于加快科技创新、加速人才汇聚的基础设施和各类公共服务平台。优化新兴科创名城建设的空间布

局和载体建设规划，打造生活环境优美、服务功能完善、创新创业活跃、工住平衡的城市创新组团。深入

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为科创发展营造优良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