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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征程上跨越追赶的盐城探索 

吕永刚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期间，省委书记吴政隆要求盐城发挥特色优势、奋力跨越追赶，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

头兵，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展现盐城担当、作出盐城贡献。这既是对盐城未来发展的厚望，

也意味着盐城已具备在全省现代化大局中承担重要角色的现实条件。经过接续奋斗，盐城经济体量、城市能级、产

业质态、城乡面貌、生态人文、民生福祉等发生历史性跃迁，整体发展水平位居全国中上游，崛起势头强劲，其现

代化跨越追赶的经验举措具有很强典型性和示范价值。 

高起点打造集聚优质项目的产创功能区 

盐城历史上曾是重要的制盐基地、棉花生产基地，新中国成立后以农业立市，工业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较低，缺乏高水平

的现代产业开发空间。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盐城坚持高举高打，着力打造一批功能强、业态优的新质载体，有效规避了后发地

区跟随式承接低端产业转移产生的“落后者效应”。一是强力提升中心城区极核功能。把握优质资源加速向城市群、中心城区集

聚的趋势，发挥人口规模优势，快速拉开城市框架与坚持“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并举，以组团式开发繁荣城市经济，中

心城区建成区面积位居苏中苏北前列，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现代服务、国际合作等高端功能显著提升。二是做强产业园区“国

字号”品牌。依托国家级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丰临港产业配套区建设中韩（盐城）产业园，落户现代起亚、SK、摩比斯等近

千家韩资企业。盐城高新区创成全国首批产城融合示范区，环保高新区创成全国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盐南高新区通过首批国家

“智慧城市”试点验收。三是大手笔谋划向海发展战略空间。利用腹地广阔、港口等级高、绿色能源充沛的优势，高标准建设黄

海新区，着力在百亿元以上重特大项目落户上取得突破，“再造一个规上工业盐城”，打造江苏沿海发展新标杆。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机遇，更深层次加快南北区域合作，建设深度融合的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发展基地，加快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

常盐工业园区、苏州盐城沿海合作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胜势。 

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从以农为主，到以工兴市，再到产业强市，盐城现代工业从汽车产业起步，从“一业为主”到汽车、钢铁、新能源和电子信

息“多轮驱动”，一条条产业链延伸拓展，实现了后发地区产业跨越式发展。一是做足汽车产业“文章”。从东风悦达起亚开

始，锚定汽车赛道，逐步集聚一批整车生产企业，汽车零部件企业超 500家、其中规上企业近 200家；在新能源汽车赛道敢与强

手比拼，超前规划布局华人运通全球首条“智路”、长三角（盐城）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等创新载体，新能源汽车集群快速崛起，

后劲十足。二是推进从“链”到“群”升级。聚焦细分领域，梳理排出晶硅光伏、风电装备、不锈钢、动力电池、大气污染防治

设备等 5条地标性产业链，精密结构件、印制电路板、石油机械、粮油果蔬加工等 8条优势产业链，光电显示、集成电路、工业

互联网等 10条潜力产业链，推动产业链从“零”到“链”的突破和从“链”到“群”的提升，形成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和溢出

效应，一批具有盐城特色的产业集聚品牌持续涌现。三是培塑提升农业特色优势。作为百亿斤产粮大市，盐城坚持把农业摆在产

业发展的优先地位，以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为引领，全面提升种业育繁推一体化，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放大“盐之有味”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效应，成为长三角地区唯一农业经济总量超千亿元的地级市。 

争当绿色转型示范 

近年来，盐城被省委寄望“成为绿色转型典范”，积极推进绿色转型、绿色跨越，在生态基底、世遗品牌、低碳产业等方面

取得长足进步。一是擦亮优良生态最美底色。统筹做好治污、添绿、留白三篇文章，注重沿海生态风貌保护，最大力度保护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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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原真性和生物多样性，空气质量全国领先，造林面积连续多年全省第一，创成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水生态

文明城市，百河之城的碧波美景在盐阜大地生动展现。二是放大世遗品牌效应。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成功申遗，成为长三角中

心区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填补了全国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空白。以两个国家级保护区和条子泥为重点，大力宣传麋鹿、丹顶

鹤、勺嘴鹬湿地“吉祥三宝”，积极推进黄海湿地遗产实现科学保护、活态传承、合理利用，加快构建环黄海生态经济圈，实现

滨海湿地与发达城市经济融合共存。三是做美经济生态“双面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扩大海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开发利

用，成为“海上风电第一城”，是长三角地区首个“千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城市”，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 60%以上。实施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 S），切实强化山水林田湖草协同治理，推进幸福河湖、美丽海湾和“无废城市”建设，提升沿海、沿

淮河和里下河地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建设蓝色碳汇生态功能区、全国生态碳汇先行区。 

在跨越追赶中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盐城是一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热土。省委寄望盐城“面朝大海、向海发展、赋能未来，成为绿色转型典范，让老区人民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盐城在现代化跨越追赶征程中，树立实业为本、奋斗为本的鲜明取向，立足特色优势勇闯创富新路，有力有效

推进了共建共享。一是打造创业富民“四路大军”。突出“行动力”打通富民经络，着力建设返乡草根系、水乡盐商系、高校学

生系、客籍人才系四大创业队伍，吸引数万名在外人员返乡创业，全市县县创成省级创业型城市，市本级被评为省级创业型示范

城市。二是生态富民品牌效应彰显。“生态+”旅游、康养等业态蓬勃兴起，生猪、蔬菜、家禽、水产、经济林果等产业规模均

达“双百亿”，蔬菜园艺、蚕桑、水产品产量居长三角前列，富有品牌竞争力的生态农产品矩阵持续壮大，形成可观的社会效益、

富民效应。三是共享富民提升民生福祉。高质量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全面完成户脱贫、村达标、县摘帽“三大任务”；每年近

80%的公共财政用于民生，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出行等民生痛点问题加快解决；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织密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被表彰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盐城奋发作为、积厚成势，区域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其现代化跨越追赶实践带来诸多有益启示。一是注重锻造现代产业主

引擎。不能亦步亦趋搞追随发展、满足于低端产业的招引，而要立足特色优势发展先进产业，推进现代特色产业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二是注重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既要“守正”，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市场经济规律；也要“出奇”，跳出同质化

思维，培育不可替代、不可重复、具有唯一性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三是注重区域生态的营造。既要守住生态的红线底线，让良好

生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优势；也要注重区域综合创新生态的涵养培育，不断增强区域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