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做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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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政策协同和工作协同，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近 8 年来，江苏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发

生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推动实施的重要举措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各级党委政府深刻领会“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导向的重要性，

正确理解“江苏既是长江大保护的执行者、推动者，也是受益者”的角色定位，清醒认识到“长江江苏段生态保护修复依然处在

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这一现实挑战，始终把保护母亲河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抓好抓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保质保量

完成反馈问题整改，主动排查治理“化工围江”等问题。江苏在依法治江方面先行先试，率先创建河长制和“9+1”环境资源审

判体系，率先在长江干流、主要入江支流及流域断面建立“断面长制”。在落实“十年禁渔”的同时，实现退捕渔民 100%安置，

不少昔日捕鱼人变身成为护渔骨干。此外，江苏不断完善责任追究机制，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治理污染不讲条件，修复生态不

打折扣。 

以一盘棋思维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江苏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方面主动作为，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轨道上的长

三角和数字长三角建设；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宁杭生态经济带建设等方面开展富有

成效的合作；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成为首个国家批复的都市圈规划。深入实施“1+3”重点功能区战略，打通“行政区

—经济区—功能区”发展路径。促进苏北五市全面迈入高铁时代，打造苏北“物流金三角”；构建“四项转移”“五方挂钩”等机

制，高标准建设南北共建园区，着力增强苏北发展内生动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出台高水平建设农业强省行动方案，支持宁锡

常接合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持续产出制度创新成果。 

以重点领域改革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着力稳住外贸基本盘。出台《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若干措施》，支持

近 1500 家企业参加 120 多场境外重点展会。高质量落实 RCEP协定。建立 RCEP 鼓励性义务探索清单、RCEP 国别商品减税对比清

单和江苏 RCEP 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风险预警清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力推进柬埔寨西港特区、中阿（联酋）产能合作

示范园、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中韩（盐城）产业园等经贸合作区、国际合作物流基地等项目建设。实施“文化丝路”

计划，广泛开展境内外文旅交流合作等。 

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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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江苏在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的同时，确保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截至 2022 年，连续三年在国

家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全省 PM2.5 年均浓度实现“九连降”，连续两年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长江干流

江苏段水质连续 5 年保持Ⅱ类，太湖连续 15 年实现“两个确保”，同时实现“两保两提”新目标。南通海门区在 2019年 9月被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后，大力实施污染整治，在 8 个月时间里，拆违拆破 7.8 万平方米，196 家“六小行业”企

业、17 家无序畜禽养殖场、14个港口码头全部整改到位。泰兴经济开发区高标准建设静脉产业园，不断提升固废资源化、减量

化和无害化处置能力，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实现工业园区“零能耗”和废弃物“吃干榨净”。 

区域发展更趋协调。在协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取得新突破的同时，江苏稳步推进“1+3”重点功能区战略。同时，以全面开

展新一轮南北结对帮扶合作为抓手，谋划共同富裕新路径，2022 年苏南与苏北 GDP 比值缩小至 1.93，成为全国区域差距最小的

省份之一。在跨江融合方面，如皋围绕六大产业链，主动承接苏南、上海优质产业转移，协同长三角全产业链跨区域发展。在海

洋经济方面，东台新街镇海洋工程特种装备产业园成功集聚 50 多家海工企业，发展成为全国海洋工程特种装备产业基地。在南

北共建园区方面，苏宿工业园区将苏州·宿迁科创飞地打造成多功能跨区域创新合作平台；宁淮智能制造产业园加强产业链跨区

域协同、推动创新链跨区域联动、统筹资金链跨区域配置、促进人才链跨区域衔接。 

对外开放稳中提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江苏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区域经贸合作提速升级。2022 年进出口总额达

到 5.45 万亿元人民币，机电产品占出口总值的 66.2%，太阳能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分别增长 52.8%和 61.1%。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连续 7 年增长。2018—2022 年累计吸引外资 1270 亿美元，世界五百强企业有 392 家落户江苏。从地方实践来

看，苏州推动“成本优势”向中高端制造业的产业配套和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转变。扬州鼓励企业在主要出口市场设立公共海外

仓，2022 年跨境电商规模增长 10%以上。连云港推进“一带一路”强支点建设，自 1992 年新亚欧大陆桥贯通至今，连云港国际

班列累计开行超 15000 列，中哈（连云港）物流基地累计完成集装箱进出场 167.3 万标箱，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

完成物流量超过 2 亿吨。 

进一步推动发展的经验启示 

必须牢记总书记嘱托，切实增强走在前、做示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牢固树立争先意识和标杆意识，牢牢把握新目标新要求，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统筹推进生

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全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江苏智慧和力量。 

必须坚持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统筹推进各地区各领域改革和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

发展各个领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着眼长远发展，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做好顶层设计，

注重统筹规划和整体联动。全面总结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及时复制推广。坚定一张蓝图干到底的信念，针对难点堵点追根溯

源、对症下药，脚踏实地抓成效，积小胜为大胜，确保经得起检验。 

必须做好“共”字文章，构建“一体保护、协同治理、齐抓共管”新格局。理顺部门职责，整合各类资源，健全工作机制是

形成长江大保护工作合力的关键。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明确各

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工作任务，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真正形成“党委政府统领全局、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管、相关部门各

司其职、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新格局。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

同治理，建立“共商、共管、共治、共建、共享、共赢”的体制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