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投资千亿元的中天绿色精

品钢项目瞄准 9 月底第一台高炉
点火的目标挂图作战，总投资 10

亿元的仁利手机零部件项目主体
厂房开建……今年以来，南通市海

门区项目建设加速落地。
来自海门项目办的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海门有 5 个项目入选

江苏省级重大产业项目、15个入选
南通市级重大产业项目。上半年，

新开工云海机器人零部件、美特奥
智能设备等重大工业项目 16 个，

完成投资额达 87.86亿元。此外，44
个续建重大项目今年完成投资额

264.9亿元。8月 17日，南通市公布
上半年项目建设考评结果，海门区

领跑南通各县市区，位列第一。

项目快开工，关键在于审批提
速。今年，海门以“项目审批直通车”

为抓手，全力服务重大项目。明确
19项大项目实行“最简流程图”“预

报预审图”“进度责任图”三项机制。
通过制定作战图、列出时间表、明确

责任人、召开协调会等方式，按照时

间节点“销号管理”，实行项目清单、
清单节点化、节点责任化管理。

创新开启“四个一”审批新模

式，即“一个方案”指导改革。出台
《海门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在现有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服务基础上，从审批流程、

环节、时间入手，通过一表申请、同

步受理、并联审批等措施来优化审

批流程；“一个窗口”提供综合服
务。根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

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四
个阶段设立综合窗口，流程环节缩

减近三分之二；“一张表单”整合申
报材料。按照“一份办事指南，一张

申请表单，一套申报材料，完成多

项审批”模式，规范部门办事指南，
一般社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事

项申请材料减少 19 份；“一套机
制”规范审批运行。建立健全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配套制度，研究制定
18项配套制度，确保审批各环节无

缝衔接。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俞新美 俞苏华

最简流程图 审批直通车
海门创新推动重大项目落地，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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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浙江安吉天

荒坪镇余村林下经济
产业园满山苍翠，绿竹

成荫。早上八点，踏入
林间，高高低低的竹荪

长势喜人，惹人眼球。
一旁，五六名村民穿梭

其间，忙着采摘。只见

他们利落地去掉竹荪
头顶的黑壳，再将整颗

白色主干放入篮筐。
“采摘期大概持续

一个月，平常一天可采
摘鲜竹荪 100 斤左右，

高峰期一天可采摘 300

斤。”园区负责人李熙

忠介绍，产业园内共种
植了 10 亩竹荪，最近

正值收获季节；后续经
加工出售的竹荪产品

大概能为每亩竹林增
加 400元收入。

眼下，园区正在规
划种植大球盖菇，“接

档”竹荪，确保四季皆
可收获的林下作物。据

了解，余村有竹林面积
约 6000 亩。为更好地

对其进行规划管理，自
去年 9月起，村里成立

了浙江盛世余村文旅
集团有限公司，对全村

山林进行统一流转和
提升。目前，余村林下

经济展示带已初具规模，种植
带总面积达到 2000余亩。

自盛世余村公司成立后，
沿余村绿道设置了多处作物基

地，并对林道进行统一建设，对
山林进行整体规划，在林下经

济展示带沿线分别培育笋竹高

效林及套种中草药、食用菌菇、

名贵树种、野茶等林下

作物。目前，各类作物
加工成成品后主要在

余村景区进行销售，接
下来，村里将借助电商

平台，增加销售渠道。

作为旅游重点镇，
如何做好农旅结合，增

加亩均效益是余村一
直在思考的事。“目前，

根据不同作物，每亩林
地可增加 3000 元至

5000元左右的收益。”

余村党支部副书记俞
小平介绍，为实现更多

增收，村里将林下经济
展示带纳入游客观光

路线，发展休闲观光产
业，增设各类作物科普

类活动、打造阳光育苗
房，完善园区基础设

施。自今年 5月起，林
下经济示范园区还开

放游客采摘休闲体验，
吸引不少游客参加。截

至今年 5月，该示范园
区共接待游客 15000

余人次，增加旅游收入
50000元左右。

“接下来，村里还
将不断调整、丰富林下

作物种类，加强与旅游
业态的融合发展，使林

下经济产业园成为集

种植、加工、销售、旅游等多元

业态于一体的成熟综合体。”俞

小平说，让林地真正成为“绿色

银行”，助力打造美丽余村美好
生活向往地，让余村成为“村

强、民富、景美、人和”的共同富

裕样本单元。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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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项制度创新成果逐个数
苏州自贸片区两周年“成绩单”亮眼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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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又到了菱角采摘季。近日，在德清县

下渚湖街道四都村一处菱塘内，菱农正划着菱桶

忙着采摘菱角，菱塘呈现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当地
通过全域环境整治、五水共治等工作，大幅度提升乡村

环境和水质，并利用生态水域种植菱角，产品畅销长三角
周边地区市场，助力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王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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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形成 100余项制度创新

成果，其中 4项获评国务院服务
贸易创新试点“最佳实践案例”，

25项在全省示范推广……
2019年 8月 26日，国务院批

复同意设立中国（江苏）自由贸易
试验区，同年 9月 1日苏州自贸

片区挂牌，苏州跨入自贸区时代。
近日，苏州自贸片区召开新闻发

布会，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苏州自贸片区管

委会主任林小明介绍了片区挂牌

近 2年来制度创新的“成绩单”。

主导产业“智改数转”

2020年，苏州自贸片区以占
全国自贸区 2.78%的面积，贡献了

全国自贸区约 4%的实际利用外

资、10%的进出口总额。今年上半
年，苏州自贸片区新增备案境外

投资机构、投资额等开放型经济
主要指标，占江苏自贸区的 80%

以上。
苏州自贸片区通过大力推进

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
聚焦转型促提升，持续做强主导

产业。今年以来已实施“智改数
转”项目 844 个，有 2 家企业入

选全球“灯塔工厂”，占全国
10%；首创高端制造全产业链保

税模式，落地“关证一链通”等创
新举措。

创新要素“加速集聚”

在发展特色新兴产业方面，
苏州自贸片区通过率先推动生物

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试点，创
新型龙头企业数量、创新型人才

规模、获批生物创新药临床批件
数量、生物大分子药物总产能、企

业融资总额五项指标均占全国

20%以上，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
人才竞争力跃居全国第一。

在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方面，苏
州自贸片区着力打造跨境电商、数

字贸易、保税检测、保税维修集聚
高地，成为继海南自贸港之后全国

第二个获国家支持发展新型离岸

国际贸易的地区，开发全国首个
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

台，业务规模同比增长 180%。
在促进创新要素集聚方面，

新增科技项目 2159个，其中三大
新兴产业项目占比 81%；新增海

外创新中心 10家；省级以上独角

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达到 73家，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 1800 家

（今年年内将达到 2000家）。
在优化创新生态方面，出台

人才新政 30条、外国人才便利化
举措 19 条和生物医药产业专项

人才政策，设立全省首家国际人

才服务中心、全省首发“人才政策

计算器”，集聚外国人才近 4000

人，人才总量突破 45万人。

优秀案例“全国首创”

长三角一体化布控查验协同
试点、“Su-Pay”———面向短期入

境外籍人士的移动支付工具、“关
证一链通”……当天，苏州自贸片

区制度创新十大优秀案例发布，
诸多创新案例是“全国首创”。

其中，全国首创地方全口径

服务贸易统计方法，设立全省首
家外商独资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获批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

业（QFLP）委托登记权，扩容苏州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发
面向外籍人士的移动支付工具

（Su-Pay）。“Su-Pay”以全线上审
核技术突破“不见面审批”的难

点，解决了外籍人士开户身份核
验和线上开户的堵点，实际具备

在全国推广使用的条件。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
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

为此，苏州自贸片区积极发挥中
新联合协调理事会平台优势，加

快建设“新加坡苏州中心”“苏州
新加坡中心”。在“十大案例”中，

“服贸通”中新数据专线是全国首
条自贸区直达国际的数据专线，

这一创新举措推动中新两国在跨
境数据流动、数字合作方面先行

一步。
自成立以来，苏州自贸片区

不断深化改革，设立全国首个地
方国际商事法庭、迭代升级营商

环境创新行动计划，并首创政务
服务“融驿站”模式，发布首批免

证事项清单，“三减一优”审批时
限压缩 65%以上。此外，还发布了

全国首个电子劳动合同标准，在
全国首创“审管执信”闭环管理模

式，实现审批监管全流程闭环治
理，综合营商环境优势更加凸显。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邱如明

■ 苏州工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