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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的吴中篇章 

丁立新 

中共苏州市吴中区委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希望江苏在高质量发展上继续走在

前列，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实现良好开局，为全国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江苏考察，赋予江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走在前、做示范”的重大定位，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在

高质量发展上继续走在前列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苏州市吴中区将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生态立区、

文化兴区、产业强区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在吴中变成现实图景。 

坚持生态立区，坚决保护好太湖山水生态本底 

今年 3 月，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询问了太湖的水质如何，还有没有蓝藻。

苏州吴中拥有五分之四的太湖峰峦、五分之三的太湖水域、五分之二的太湖岸线，连续两届蝉联全国市辖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排名第 1 位。我们始终把守护好“太湖美”作为肩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将太湖秀美转化为发展优势。 

更高标准实现“两个确保”。全面实施《吴中区太湖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十大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加快推进年度 39

项重点任务、27 个重点工程落地生效，持续抓好太湖流域入河（湖）排污口监测预警，开展涉磷企业规范化整治，推进支流支

浜生态治理，确保到 2025 年，太湖吴中辖区水质年均值达到Ⅲ类，全区国省考断面水质 100%达标，Ⅱ类比例达 75%。同时，持

续做好太湖“五位一体”精细化管养，加强蓝藻“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和“挡、引、捞、控”治理体系建设，推动太

湖水质持续改善，实现更高水平的“两个确保”。 

更大力度构筑生态屏障。以太湖生态岛建设为牵引，全面实施 37 个岛屿、98 座山体“一岛一策”“一山一策”，坚持“试点

探索、规划落地、分类引导”一体推进，系统抓好山体岛屿的生态修复、环境提升与保护利用，“山岛为媒、山岛联动”助力新

一轮太湖综合治理。持续推广农业绿色生产，优化茶果林田生态系统，长效管护 2 万亩高标准养殖池塘，进一步削减农业面源污

染。加快建设水映长滩鱼鸟栖息地，协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太湖湖滨湿地申报国际重要湿地，厚植“清水绿岸、鱼翔浅

底”的生态本底。 

更高水平推动绿色发展。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

的实现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吴中方案”。按照“全区域、全种类、全收集、全处理、全利用”总体要求，加快推进环太

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示范区建设，年内建成投用东山镇示范点项目。加大低碳零碳负碳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等产

业项目布局发展力度，深化产业绿色转型，稳步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不断提升产业的“含金量”“含绿量”，全力打

造生态高敏感和开发高强度地区“绿金双高”发展新模式。 

坚持文化兴区，坚决落实好传统文化赓续传承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吴中作为吴文化的发源地和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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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者，我们要倍加珍惜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奋力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不断擦亮“江南文化”的吴中标识。 

注重形神兼备。坚持厚文之“道”与精工之“技”融为一体，做好核雕、玉雕、缂丝、苏扇等非遗保护传承，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不仅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在心里传承好。建立健全古镇古村老街保护利用机制，按照“整

体保护、有机更新、以用促保”原则，打造好甪直古镇、光福古镇、蠡墅老街等标志性项目，真正实现古街老宅、文保遗迹“活

起来、用起来、传下去”。加快推进大运河和苏申外港沿线城市更新，全面推动大运河“最美三公里”建设，打造大运河文化带

“最精彩一段”。 

突出以人为本。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长效抓好文明城市建设。积极培育文化龙头企业，加快发展新型

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建设文化创意新高地。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持续增加高品质精神文化供给，推进

“书香吴中”等文化为民工程建设，培育一批德艺双馨的吴中文艺名家大师，推出更多有气质、有风骨、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努

力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更见精神”。 

突出融合发展。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足“农文体旅融合”和“全域旅游”两篇文章。深化太湖文明探源研究，打造

好太湖博物馆等标志性载体，持续办好苏州“环太湖 1 号公路”马拉松赛、太湖民宿节等品牌赛事活动，深化旅游资源一体化改

革，形成“投、研、建、管”四位一体全产业链大运营模式，让更多游客“慕名而来”。加快构建农业全产业链体系，全力打响

碧螺春、杨梅、枇杷、湖羊、大闸蟹等农业拳头产品，推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美宜居乡村与保护传统文化、乡村休闲旅

游等有机结合，让美丽乡村建设蝶变带动“美丽经济”。 

突出产业强区，坚决培育好产业发展蓬勃动能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巩固传统产业领先地

位，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近年来，吴中坚持“产业强区、创新引领”发展战略不动摇，全区机器人

与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及大健康等三大主导产业规模保持每年 20%以上增长，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规上工业总

产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投资等指标增长均位列苏州大市前列。我们将聚焦强链补链延链，突出市场导向、提升产业能级，

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 

推动自立自强。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上下游企业协同

的创新联合体。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围绕机器人、生物医药等“卡脖子”领域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抢占未来竞争高点。深

化实施科创载体“333”提升工程，持续构建百家“甪端”培育企业、千家科技领军企业、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分层梯度培育

体系，推动专业载体、创新主体增量提质。年内实现招引创新企业超 1400 家、累计有效高企超 1500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

1600 亿元。 

坚守实体经济。聚焦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两大工程”，全面推动“星火·链网”超级节点、工业互联网创新

中心建设，重点培育工业元宇宙、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确保到 2025 年，三大主导产业规模突破 3500 亿元，机器人与智能制

造产业规模超 1800 亿元，全面打造“全国机器人产业创新集群第一区”。加大面向 50 亿、100 亿以上的大项目招引力度，全年

招引优质产业项目备案投资额增长 20%以上。“一链一策”积极打通堵点、接通断点，引育更多隐形冠军、行业“小巨人”企业，

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积极贡献长板。全方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以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G60 科创走廊、环太湖科创圈、吴淞江科创带等重大战略，

充分发挥吴中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生态优势和文化优势，积极拉长长板、贡献长板。加快推进度假区、开发区、高新区以及

太湖新城四大功能区建设，推动空间缝合、资源整合、发展聚合，重点推动太湖新城·数字经济港、甪端新区建设提速提质，再

造吴中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