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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

朱天明 张海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这既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新要求，又是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导向。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在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

展道路，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努力把江苏建成美丽中国的省域范例。盐城是江苏省国土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具有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独一无二的生态、空间、农业和新能源资源优势，同时也是长三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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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0%，具备绿色低碳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广阔前景。盐城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盐城建设绿色

低碳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坚决扛起绿色低碳发展的新使命，举全市之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充分彰显“国际湿地、

沿海绿城”的生态魅力与发展活力，主动对接长三角乃至全球的优质资源要素，努力为江苏建成美丽中国的省域范例展现更大

担当、作出更大贡献。

推进能源清洁转型

抢抓国家“双碳”和江苏沿海发展规划战略机遇，瞄准清洁能源转型发展前沿，立足全省及长三角发展需要，加快布局大

型清洁火电项目，建设世界级 LNG 储备基地，推进风电全产业链布局和光伏产业集群化发展，积极探索“风光火气氢”一体化

开发，为全省及长三角能源的结构转型和保障提供坚实支撑。

建设清洁能源“大基地”。面向长三角持续增加的电力需求，加快推进盐城沿海 2 台百万千瓦清洁高效超临界二次再热燃

煤发电机组项目，积极争取远期 4台建设项目。站在长三角和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依托黄海新区积极深化与中海油等能源龙

头企业合作，加大俄罗斯、澳大利亚、卡塔尔、马来西亚等国 LNG 资源进口，持续增加 LNG 接收能力至 2000 万吨的规模，努力

将盐城建设成为我国利用全球 LNG 资源的储备和保障基地。

构建绿色电力“大电站”。依托盐城沿海风光资源优势，积极发展风电光伏产业，重点建设近海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开发

基地，配套建设海上风电运维基地，加快建成全国海上风电“第一城”。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发展并举的原则，不断拓展光伏

应用场景，打造具有盐城特色的百万千瓦级光伏综合利用基地。

培育未来氢能“大产业”。以沿海分布式大规模风光电资源为支撑，以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发展为抓手，持续扩

大绿氢制取规模，积极拓展氢能应用场景，持续壮大氢能装备规模，努力建设国家可再生能源制氢产业示范区。

促进园区绿色发展

依托南北共建园区、沪苏产业联动集聚区等飞地园区，壮大发展绿色经济。

激发创新动能。重点围绕环保科技、新能源汽车、大数据、智能终端等新兴产业领域，深化与大院大所及龙头企业的研发

机构合作。借鉴上海漕河泾产业园成功做法，对市外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实行“无缝对接”，加快推动市外各类创新要素向

共建园区流动。引进聚集创新创业人才，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吸引龙头企业技术骨干、外地高校和科研单位人才为共建园

区企业服务，积极促成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共建园区发展顾问。依托合作方人才市场、海内外专业高层次人才协会及各类人才

中介机构，积极组织招才引智活动，引进和选用一批园区急需的实用型专业人才，用人才集聚的“智高点”培育共建园区发展

的“增长点”。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6NQcqlsMs0g6kg_WMoj7HlEPgCbnI8t5YMt9XHu1HId3rAqwj_-G4RTCantho02IwPfeV9ZXFRjZ4s6rNVu_iKDHz2VQX9CLjwYH5h5lgP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6NQcqlsMs0g6kg_WMoj7HlEPgCbnI8t5Newd5xd-VyGlrB-kteZ0sWQbEJT4JDoIGTgxsWGRP22HkbzlNdHWmdiK5LNCwBeA-21j_rW1rCM=&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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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对接产业。以合作共建园区为载体，打造承接全产业链的大平台，面向先发地区部分产业全产业链转移的需求，大力

引进盐城具有配套优势的汽车、新能源、电子信息、新材料、海洋生物等产业集群。以产城融合为导向，加快推进科教研发、

旅游休闲、健康养老、都市农业等产城融合组团，强化商务、居住、研发、教育、医疗等功能配套，全面提升合作共建园区功

能。

实现利益共享。着力破除行政管理壁垒，对产业转移项目形成的经济指标实行在一定年限内“存量归你、增量分享”，或

者完全归对方的激励政策，激发合作方支持和鼓励产业转移的动力。

拓展生态旅游服务

放大世界自然遗产品牌价值，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旅游的发展动能，着力塑造特色文旅品牌，切实把世界自然遗产这篇

文章做足做好。

强化湿地保护研究。践行世界遗产大会上的保护承诺。依托保护管理机构，持续举办黄（渤）海湿地盐城国际会议，加强

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不断提高黄海湿地自然遗产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使黄海湿地成为“共建共享、永续利用”的和谐

遗产地，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全球生态治理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打响生态旅游品牌。整合现有生态资源，借助主流媒体平台，开展长期性、全方位的宣传推介，不断提升盐城生态的辨识

度、知名度和美誉度。站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度，以建设引领性、标志性、功能性强的旅游项目为抓手，高标准推进黄海湿

地生态旅游业发展，打造全球知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扎实推进与环黄海城市间的交流合作，通过生态大保护带动环黄海城市

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建设全球生态协同保护示范区、开放合作新高地。

着力完善配套设施。坚持以游客为中心，推进道路交通、品牌酒店、民宿民居等旅游设施建设，规划建设旅游咨询中心、

游客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加强车站、机场与各大景区的衔接，推动形成健全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服务

质量。

提升绿色农业品质

盐城是长三角地区面积最大、生态最好、体系最全的平原农业区，在全省和长三角粮食安全和农副产品供应体系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盐城主动扛起区域粮食和农产品保障的政治责任，加强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推动农田排灌和水产养殖生态化

改造，降低农业面源污染。

加强绿色蔬菜保供。创建一批果蔬规模特色基地、长三角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全市果蔬播种面积稳定在 400 万亩以上，

确保果蔬产量保持全省领先。依托国家、省和市三级现代农业园区，因地制宜发展东台西瓜、响水西兰花、大丰大蒜、射阳西

葫芦、亭湖羊角椒等优势蔬菜产品，以县域为范围形成“1+N”蔬菜产品结构，提升产业特色化水平。

积极推进标准化生产。大力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全市化肥、农药使用量均比 2021 年削减 1%左右。创建部级粮食绿色高

质高效示范县 3 个，落实部省级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片 143 个、省级粮食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 16 个，建设部省级耕地

质量提升及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 36 个，耕地质量等级比 2021 年提升 0.21 级。

稳定粮食生产水平。持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坚持以“稳产能、创特色、提质效”为主线，推进种植结构向高端发展，推

动粮食产业向优势区集中。大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推广普及绿色生态技术模式，打造一批优质粮食链式开发示范基地。2022

年盐城粮食总产 143.2 亿斤，比 2021 年增加 0.2 亿斤，连续 8年保持在 140 亿斤以上，创历史新高，占全省粮食总量的 19%，

继续保持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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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苏北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院、盐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院；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6NQcqlsMs0gDdsG2dngJLAFL6LrJHndDg1niZ1DOt--Z6ZGC70ACiwIO8ozN3m08-2qRome_6YLku3cNDSps2bpIw8zx2Ohz8T_nncw-LgPVk3TjG8hkt8Rnp3URCOQboRZX4KhvzbE=&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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