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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政企服务的连心桥 

施宏杰 

2022年是通州湾示范区成立十周年。弹指一挥间，作为最早一批来到南黄海之滨的“拓荒牛”，我已经是扎根

奋斗，建设通州湾的“老人”了。 

规划建设通州湾江苏新出海口，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茫茫荒滩起宏图，一张白纸绘锦绣。从

事经济工作多年的经验使我深知：项目是园区发展的生命线，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唯有同企业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搭建起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零距离的政企连心桥，才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疾

驰，才能在现代化新征程上建功。 

倍加用心解决发展中的困难 

路走多了熟，人走勤了亲。有空就到企业转一转、聊一聊，对我来说已成习惯。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些企业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与通州湾一同成长。 

我清晰记得，江苏博尚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签约落户至通州湾。当年，企业创始人带着他的数控机床项目从浙

江杭州转移来此，我们倍加呵护。 

企业成立初期，由于资金的不足、技术的局限，起步并不顺利，在示范区租用了 8000 平方米标准厂房就上马了。2018 年，

我在企业的走访中得知，年产值仅 1000万元的“小企业”深藏不露，有“大文章”值得做：他们生产的数控机床拥有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20 多项。企业负责人很有想法，为了突破技术壁垒，打破国外对这个行业的核心技术垄断，他们千方百计

谋求与中科院合作研发智能机器人数控系统，可苦于规模太小很难与国家级院所建立联系。既然企业有发展的期盼，又拥有一定

实力，政府部门就应该搭建专业和服务之桥，帮企业圆梦。 

于是，我们想方设法通过市级相关部门的帮助，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连上了线，通过示范区管委会的背书和牵线，企

业成功与之达成合作，研发出的机器人产品售价远远低于进口同类商品。技术问题解决了，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新产品的推出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络绎不绝的订单，相反，国内客户对国产机床的稳定性持观望和怀疑态度，让投入了大量技

改资金的企业再一次陷入困境。得知消息后，我在参加各种交流会、展销会时都不忘为该企业代言，向本地客户推介他们的产

品，把示范区的招商资源延伸为企业的销售资源。功夫不负有心人，多次的推介带来不少本土订单，过硬的产品质量也很快得到

了业界认可，企业渡过了危机。 

前年，企业因疫情出现大量工人滞留老家无法复工的局面。为帮企业摆脱困境，我们果断打出“打工在老家、赚钱又顾家”

的宣传口号，广泛发动本地各村（居）帮助企业在本土招工。 

从 2016年租用厂房起步，到 2017年征地 31亩自建厂房，再到 2021年以商引商，与省外优质企业合作征地 50亩，建设投

资高端数控机床研发生产新项目，该企业不断腾笼换鸟扩大生产。产品质量在业内有口皆碑，并且以绝对的价格优势在市场占有

一席之地。短短 5年时间，企业年产值从 1000万元增长至超 1.5亿元，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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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提升营商环境落到实处 

如何将提升营商环境真真正正落到实处？我在工作中深有体会：坚持把“有利于促进企业生存发展、有利于保障企业职工

权益、有利于激发企业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创造性”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改善营商环境最直观最有效的体现。 

通州湾长风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2020 年 5 月正式筹建，总投资达 20.5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海洋工程专用设备、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2021 年 12 月该公司首艘海上浮式油气平台下水，实现中国民企首次承接海外高端海工 EPC 项目重大突破。 

作为该项目“党员服务站”的挂钩负责人，在一次走访的过程中，我发现公司的大门口横七竖八放置着很多的集装箱，与整

洁的厂区形象格格不入。经过详细了解，原来是由于订单量的增加，企业的工人不断增多，宿舍紧张，很多工人暂时没有住处，

只能临时安置在租用的集装箱宿舍中。 

此情此景对我触动很大。将心比心，如果在通州湾干事创业的职工都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怎么能找到归属感，怎么能

安心工作。在我的倡议下，党工委领导当机立断，依托存量资源启动了新的职工活动中心改造，打造了集居住、娱乐、医疗于一

体的职工活动中心。为了解决通勤问题，开通上下班时间段的公交专线；为了解决子女上学问题，招引建设三所市直名校的通州

湾分校，对外来务工者子女开放……我们用倾心真心的服务，为企业留住了员工，让外来务工者在通州湾找到了温馨的家。 

安居方能乐业，心定才能致远。职工的全心投入，迎来了企业的高速发展，目前企业的订单接连不断，发展态势向好，全年

产值超 15 亿元。今年，企业入选南通市“2021 年制造业投入十大项目名单”和“2021 年‘专精特新’十佳项目名单”，受全

市表彰。良好的营商环境，既赢得了企业的信任也增强了企业的信心，二期扩建项目已全面启动，征地 159 亩、投资 10 亿元，

三期项目投资也在洽谈中。 

我常和同事们讲：提升营商环境，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升岗位服务能力和水平，最大限度提升便民助企办事效率，为企业搞

好“后勤保障”。 

想方设法留住人才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通州湾的热土，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广阔的展示舞台。而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识别人才，

更要留住人才。 

怎么办？我只有一个念头：用更大力度引进人才、更实举措培育人才，更应以优质服务留住人才，推动人才与园区发展同频

共振。 

2015 年，王海鹰带着他的创业梦和技术，从国外回到南通发展。和很多创业者一样，他在创业初期，因为资金短缺而举步

维艰。在一次走访中，我得知企业正处于技改的关键时期，存在资金缺口，由于企业刚刚起步，融资较为困难。 

我联想到，市里对入选“江海英才”的创业人才有融资的优惠政策，便立刻联系了相关部门，很快就申请到了贷款。后期又

通过示范区扶持资金兑现，市人才办、科技局、金融局等单位的帮助，为企业争取到了多项扶持资金，解决了燃眉之急。 

企业走上正轨之后，我和同事们又为企业的做大做强出谋划策。我们发现，企业产品的销售以欧盟国家为主。这对企业来说，

存在着一定的发展隐患。我们耐心地与企业沟通，建议他们对车间进行升级改造，打开国内市场，增大对内销售的比例。企业经

过深入的研究，采纳了示范区专班提出的建议，生产的医疗器械远销海外的同时，也开拓了国内市场，企业规模也在不断壮大。

当 2020年国际市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时候，已经打开国内市场的该企业顶住了风暴，平稳过渡。如今，园区对高质量创业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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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效应”明显，人才发展和产业提升相互融合。 

十年湾区，风华正茂，重任在肩，砥砺前行。以用户思维服务企业，像对待伙伴一样支持企业，像对待孩子一样包容企业，

我们通州湾示范区的干部职工坚信：营商环境，“湾”事好通，“优”无止境。拿出满满的诚心和诚意，让市场主体“看得见、

摸得着、能感受、得实惠”，那么，营商服务的“火热度”，就能真正转化成企业发展的“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