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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水平建设江淮生态经济区

张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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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省委书记信长星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更高水平建设“1+3”重点功能

区。在江苏中部腹地，有一块区域既有江南水乡的美景，又有传统农业的特色，还有正在崛起的城市。这里就是江淮生态经济

区，是我省水网最为密集、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承担着展现生态价值、生态优势和生态竞争力的功能，是江苏发展的“绿

心”。

努力打造生态经济建设样板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生态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江淮生态经

济区建设的全过程，努力打造生态经济建设的样板区。

保护生态环境，筑牢发展根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

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兴则文明

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江苏从长远维护良好生态的角度，统筹淮河生态经济带与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全面实施《淮河生态经

济带发展规划》，体现了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促进了区域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将持续为筑牢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贡献力量。

发展生态经济，增进人民福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

质量的增长点。近些年，江苏高站位推动环境保护，高质量推进污染防治，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移动污染源治理、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地下水环境保护及污染修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与人民福祉密切相关的工作，不仅体现了发展生态经济的价值追求，

也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推进协调发展，实现富民增收。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很大程度上源于生态文明建设

与经济发展协调推进取得的显著成果。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越好，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就会越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指引下，江苏统筹宿迁“四化同步”、黄河故道富民廊道与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以产业富民、生态富民为目标，“以线带

面”促进江淮生态经济区高质量发展，切实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的优势。

探索区域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高质量协调发展新路径

着力打造江苏发展的“绿心”，加快建设江苏“生态大公园”，作为江淮生态经济区的建设目标，对于江苏探索区域生态

文明与经济建设高质量协调发展新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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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整体生态系统提升和环境改善。该地区是江苏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加强对该地区

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有利于维护区域内生态环境的稳定，还有利于促进全省整个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2018-2021 年，省财政

下达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60 亿元，支持江淮生态经济区内的市县绿色转型、生态发展，同时下达资金 3.85 亿元，对江淮

生态经济区内黑臭水体整治项目给予补助，区域内各市县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明显。2021 年宿迁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海绵城

市建设示范城市，淮安市国省考断面Ⅱ类水比例为苏北第一。2022 年，宿迁成功入选全国 15 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国家试点城市。

白马湖生态保护继成为“江苏样板”工程、成功入选全国 15 个重点保护湖泊、获批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之后，2023 年 2 月，

又成功入选国际重要湿地。

带动区域内多种产业的整体发展。该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动能强。推进该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可以吸引

更多的投资者和企业来到这里，特别是一些现代高效农业、生态节能和绿色环保产业的进驻。2022 年 1 月，宿迁被省委、省政

府列为全省唯一全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规划到 2025 年，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达 80%以上，全市创建国家级绿色制

造示范 4 个、省级绿色工厂 24 个、市级绿色工厂 120 个，初步形成绿色发展示范带动效应。不仅如此，全省统筹淮河生态经济

带与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强化省级协调功能与两市五县的合作互动；统筹江苏沿海发展与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强化沿海城

市与江淮生态经济带的联通，必将为江淮生态经济区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促进区域内生态建设和创新发展协调共进。淮安、宿迁是该地区的核心区域，加快推进两市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形成一个更加完整、更加协调的经济区域。在支持创新方面，推动淮安、宿迁集聚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级，两市于 2022 年 1

月顺利获批国家创新型城市。推动淮安、宿迁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不断提升示范区建设质量和发展水平。在提

升技术转移转化效益方面，发挥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桥梁作用，在淮安布局建设地方分中心，推动了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到经济

区落地转化，淮安、宿迁两市 2021 年成交技术合同超过 3500 项，成交额超过 105 亿元、增幅达 62.6%。

加快推动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对策

建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经济区，充分利用区域内的资源优势，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加快推动江

淮生态经济区建设。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实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补偿等制度建设，持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通过提高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恢复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推进循环经济。更大力度提升绿色发展能力，

支持有关园区争创绿色低碳示范园区，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示范，抢占绿色产业发展制高点。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建立绿色发展产业体系。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积极培育新经济新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休闲旅游等生态产业。进一步推动绿色发展动能加速释放，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构建新的增长点和动能，形成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鼓励多方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不仅需要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参与，还需要社会各界的

广泛支持，在区域内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建立完善的环境监测网络，加强环境监测和信息公开，及时公开环境质量

数据和污染源信息，让公众和企业了解当地的环境状况，增强社会各界的环境意识。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法规体系和

监管体系，加强环境监管。

江淮生态经济区位于长江经济带和大运河文化带的交汇处，也是南北交通枢纽之一，在推进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的过程中，

需要充分利用区域内的资源优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努力实现“生态越美丽、发展越兴旺、百姓越幸

福”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