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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싾늽붭놱탂쟸， 볇헟퓚탭뛠릤뗘

캧삸짏뾴떽쇋“ퟮ뷼뗄캴살”뗄ퟖ퇹。뷱

쓪틔살，붭놱탂쟸좷솢쇋뛔뇪헒닮릤ퟷ
쳥쾵，쳡돶뛔뇪웖뚫탂쟸，ퟔ볓톹솦、럜

웰횱ힷ，쮦뾪냲ퟓ듳룉쪵룉。 캴살뗄붭
놱탂쟸，믲탭뻍쫇쿂튻룶짏몣웖뚫。

듓붭놱탂쟸뗄닺튵랢햹짏뾴，쓏

뺩폫짏몣뗄맘솪튲퓚볓짮。 캪쇋싺ퟣ
늻뛏퓶뎤뗄쿻럑탨쟳， 짏웻돋폃뎵솢

ퟣ쓏뺩， 룟뇪ힼ듲퓬붭놱탂쟸웖뿚짺
닺믹뗘，쒿잰，웖뿚믹뗘펵폐좫쟲ퟮ쿈

뷸뗄짺닺짨놸、ퟮ퇏룱뗄훊놣쾵춳，룷

짺닺뎵볤뻹춶죫쇋듳솿튵믺웷죋，

웤훐몸뷓뎵볤ퟔ뚯뮯싊틑듯 99%。 붭
놱탂쟸웖뿚믹뗘、 짏몣쇙룛짺닺믹뗘

퓚뎤죽뷇뗘쟸킭춬랢햹， 캪짏웻퓚훇
쓜훆퓬짏뗄훘뗣늼뻖。

짏몣쇩뚯캢뗧ퟓ막럝폐쿞릫쮾쫇

ퟮ퓧튻엺죫붭놱탂쟸뗄웳튵。 퇐랢

ퟜ볠붯탑풪뷩짜， 뫍짏몣뗄릫쮾냑훘
뗣럅퓚킾욬짨볆늻춬， 쓏뺩뗄릫쮾룼

뛠붫쏦뛔펦폃짌。 붭놱탂쟸퇐뒴풰뗄
뢺퓰죋튲짮폐룐뒥뗘쮵， 풽살풽뛠살

ퟔ짏몣뗄룟뛋죋닅튲뾪쪼맘힢붭놱탂
쟸。평폚룼뗍뗄짺믮돉놾，튻킩쓪쟡죋

맻뛏퓚붭놱탂쟸싲쇋랿， 뻶뚨퓚떱뗘

낲볒。

从“秦淮河时代”迈向“扬子江时代”

    2015 年
6 月 27 日由
国务院批复设
立， 成为全国
第 13 个 、江
苏省首个国家
级新区。 新区
战略定位是
“三区一平台”，即逐步
建设成为自主创新先
导区、新型城镇化示范
区、长三角地区现代产
业集聚区、长江经济带
对外开放合作重要平
台。新区位于江苏省南
京市长江以北，规划面
积 788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 170 余万人。

2017年，新区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2218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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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北崛起未来城

    从上海驱车三个
多小时到南京城区，梧
桐叶落，十里秦淮繁华
不减。开一会儿进入长
江隧道，一路畅通，3分
钟直达江北大道快速
路，长江北岸的崭新面
貌渐次映入眼帘———

道路笔直宽敞，产
业园区生机勃勃；滨江
风光带秀美怡人，被称
为“青龙玉带”的绿地
系统容颜初显；国内最
大的“地下城”正如火
如荼地建设中……这
还是那个传说中贫穷
落后、被人遗忘的大江
北吗？

3年前，南京江北
新区获批成为我国第
13个国家级新区。 随
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
为国家战略，江北新区
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对标浦东奋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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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刊登

 跨江提速
打造南京新主城
今年 65 岁的刘爱玉是老江北

人，退休前在老浦口区的南京浦镇车

辆厂工作，现在居住在江北新区京新
社区。“我住的小区以前都是农田，

厂里出来看到的也都是又矮又破的
平房。过江我们都叫进城，转 3辆公

交车才能到新街口，很不方便。买大

件、看病都要往城里跑。这几年，变
化太大了。”

刘爱玉介绍，原来只能从长江大
桥到南京主城，而如今，地铁 3号线、

10号线直通江北。开车可以从扬子
江隧道、长江隧道通行。今年，纬七

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全线通车；就在前
几天，维修 26个月的南京长江大桥

恢复通行，跨江再提速。
截至目前，江北新区已建成通车

的过江通道共有 11条。江北新区管
委会透露，按照规划，到 2025年，江

北新区的重大对外交通体系完成，包
括过江通道、轨道交通、马鞍机场、南

京北站、深水码头等全部建成，可谓
“水陆空”齐头并进。

根据南京 2035城市总体规划，
未来南京将全力打造“一主一新”两

个中心城区，即江南主城和江北新
城。一座宜居宜业的新城，正逐渐展

现出全新面貌。“咱们江北将来就是
中心城区、南京新主城！”刘阿姨充

满期待地说。

开发地下
数字城市“倒影”里
在江北新区综合管廊一期工程

现场，记者走进类似隧道的地下“舱

体”中，两边的廊架上有序摆放着各
种粗细不一的管线和管道。“现在自

来水、空调、联合通信和强电都接进
来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引进机器人巡

检。”管廊一期工程负责人

刘卫东介绍。

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

立足建设海绵城市，地下 5米处，雨

水舱、燃气舱、环卫医疗舱、综合舱依

次排开，可将水、电、气、通信、空调、
垃圾等 9种管道纳入其中，构成一个

功能完备的庞大“地下走廊”，不久的
将来，江北新区各医院的保洁员只要

将医疗垃圾扔进投放口，“嗖”的一
声，垃圾就会被吸走⋯⋯

高标准建设海绵城市、高水平利
用地下空间，是江北新区在建设理念

上的高度自觉。江北新区中央商务
区核心区正在建设一座地下之城，最

深处达 48米，层数多达七层，有地下
综合管廊、地下商业、地下停车场、地

下公共空间、地下车库以及 4条地铁
线的换乘点。“江北新区成为国内首

个一体化开发的探索者。在地面之
下，所有地块和建筑的地下空间统一

设计、建设，将来统一运营、维护和管
理。”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负责人葛

晓永介绍说。
地下之城，如同地上城市的美丽

倒影，将成为未来新区的一道靓丽风
景线。江北新区正在建设城市发展的

高级形态———数字孪生城市。“从地下
建设开始，物理城市所有的建筑、道

路、设施以及物件、事件都有相应的数
字虚拟映象，从而实现从规划、建设到

管理的全要素、全过程的数字化。”

龙头起舞
上下游企业集聚
每周末，薛亮在无锡和南京之间

往返。他所在的公司原本在无锡，在

江北新区发展“芯片之城”的产业带
动下，他们迅速成立子公司，落户江

北新区研创园。
“芯片产业的资金投入、技术门槛

非常高，一个晶圆厂的投资规模就高
达数百亿元，企业意向、政府助推、人

才基础，三者缺一不可。”在中科芯集

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亮眼
中，江北新区发展“芯片之城”可谓占

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目前，一期投资
30亿美元的台积电 12英寸晶圆项目

实现月产能 1万片，从开工建设到实
现量产仅用了两年。

11月 7日，国产芯片龙头企业
紫光集团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展示

新一代隐式指纹安全 U盘，这是国
产闪存芯片在移动存储产品领域的

首次应用。这颗 3D-NAND FLASH

芯片，未来将在总投资达 105亿美

元的紫光南京集成电路基地实现量
产。

“龙头企业来了以后，产业上下
游企业纷纷集聚，我们落户江北之

前，只有十几个人。近一年迅速发展
到 100来人。”薛亮介绍，江北新区对

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上升。“今年招聘
的人才有很多本身就是江苏人，江北

新区的产业环境、发展潜力吸引人才
回流。”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 200余
家来自世界各地的集成电路企业安

家江北新区，涵盖芯片设计、晶圆制

造、封装测试、终端制造等产业链上

下游全部环节。

布局高端
新产业开疆拓土
在位于江北新区科投集团的国

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测序室内，记

者看到一排排的方“盒子”，正自动收
集监测各项数据。这些检测设备各

个价值不菲、身怀绝技。
“基因产业前期投入巨大，高昂

的设备让一些成长型公司和科研机

构望而却步。新区舍得投入，搭建起
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基因检

测、质谱检测及新药研发等设备与服
务资源，为园区企业、科研院所、医疗

机构提供专业的分析检测、科技信息
等一站式公共服务。”

南京江北新区科技投资集团副
总经理戴晓玉介绍，公共服务平台中

的基因平台作为国家健康医疗大数
据中心的前沿载体，目前已建成全亚

洲最大的基因测序中心，购置了 50

台国际领先的基因检测设备，年测序

量超过 30万人次。
对一些创业企业来说，这样的公

共服务十分“解渴”。“我们此前长期
生活在国外，对国内环境并不了解，

只能根据每个园区的展示和介绍来
判断，对比全国 20多家园区，最后江

北新区凭借硬件设备齐全打动了我
们。”世和基因联合创始人、首席运

营官赵忞超介绍说。
江北新区是一座全新的城市，最

有条件从头做起，以系统思维谋划全
局，在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

态上开疆拓土。

围绕建设“长三角地区现代产业
集聚区”的战略使命，江北新区聚焦

“芯片之城”、“基因之城”和“新金融
中心”建设，抢占自主创新最前沿，勇

攀全球产业最高端。目前，全球芯片、
基因、金融知名企业相继汇聚新区，

签约“两城一中心”关联项目 122个，
投资额 11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