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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沪盐“两情相悦”合作共赢

接轨大上海 融入长三角

    从满目新绿的初春， 到硕

果压枝的秋收； 从繁花似锦的

盛夏，到朔风凛冽的寒冬，今年

的盐城格外忙碌， 拓展合作领

域、丰富合作内涵、创新合作机

制……盐城各地纷纷开启激

情、高效的“沪动时间”，全面接

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布局

中， 盐城不仅是先进制造业集

聚地、生态旅游目的地、优质农

产品输出地， 还是城乡一体发

展示范地。 7月 26日，盐城市

委七届八次全会提出， 要聚焦

接轨上海，建设开放新盐城，站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新坐标系

上，主动把盐城发展置于国家

战略中去考量， 紧扣 “一体

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借

“海” 登高， 增强盐城差别化

竞争力……令人欣喜的是，经

过盐城全市各地的奋力推进，

这样的融入和接轨正变成 “两

情相悦”的黏性互动，“沪盐”在

亲密合作中协同并进， 迈向共

赢。

    产业是经济的命脉。多个国家级战略机

遇叠加，为盐城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创造
了重要条件。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

该市充分发挥空间大优势，大力推进产业强
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建设协同创新体系，

加快构筑现代产业体系，积极打造长三角北
翼先进制造业高地。

作为纳入长三角中心区唯一苏北城市，

盐城主动融入，将产业发展放到长三角中心
区 27个城市中去定位，依托科技创新和产品

创新，巩固传统市场优势，扩大新兴市场份
额，奋力迈上中高端。目前，汽车、机械装备、

纺织等传统产业快速转型，新能源、电子信
息、节能环保、大数据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汽车产业是盐城市产业的亮点。目前，东
风悦达起亚等 4家整车生产企业和 137家规

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累计产销突破 550

万辆汽车，是全省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

瞄准新能源汽车重点方向，盐城市主攻
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燃料电池汽车，积极

布局智能网联汽车，目前有 6家新能源整车
生产企业，与韩国 SKI、华人运通等企业开展

深度合作，成为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试点城
市。

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
历史机遇，盐城市还聚焦主导产业，

加强与长三角城市群榜单上各
地的联系沟通，积极开展产业

链招商，接踵而至的大项目、
好项目，成为盐城市形成

优势竞争产业的龙头。

“大丰不是上海产业
梯度转移的‘跟随者’，而

是要成为上海、大丰两地

创新接力的‘探路者’‘试验

区’。”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
区主要负责同志说，在全方

位、多维度接轨上海工作中，集聚

区始终紧紧围绕全年发展目标任

务，坚持“科学规划引导、基础设施先

行、招引重大项目，全
力打造北上海临港

生态智造城”的
总体思路，创新

举措、加大力
度，不断加快集

聚区建设，“我
们的目标是全

面融入上海产
业链、创新链、

要素链，走出一条

合作共建、双赢发
展的新路子。”

    11月，北方的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

类开始踏上南飞的迁徙之旅，美丽的黄海之
滨是它们开启新生活的目的地，它们将在这

里等待来年的春暖花开。

今年 7月 5日，黄（渤）海湿地申遗成功，
成为我国首个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全球第二

个海洋湿地遗产、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一处世
界自然遗产，让盐城的绿色“家底”变成了世界

的生态“焦点”。而黄海湿地申遗成功，也为盐
城的旅游产业输出了一块国际认可的“金字招

牌”。据介绍，成功申遗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盐城旅游的国际关注度上升了 38%。
盐城拥有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

积最大、生态保护最好的 77万公顷海岸型湿
地，是濒危物种最多、受威胁程度最高的东

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中心节点，也
是全球数以百万迁徙候鸟的停歇地、换羽地

和越冬地。在这里，人们既可以感受大美湿
地、独特的辐射沙脊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也可以享受湿地生态文化、湿地保育发展的
无穷魅力和广阔空间。

站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度，作为遗产
地的盐城将围绕“遗产+”新经济，制定遗产地

生态旅游规划，以建设引领性、标志性、功能
性强的旅游项目为关键，高标准推进黄海湿

地生态旅游业发展。重点改造提升丹顶鹤湿
地生态旅游区、中华麋鹿园，新建盐城野生动

物园、袁家尖度假岛，加快改造提升新洋港老
街、黄沙港渔港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弶港世遗

小镇，完善提升野鹿荡特色生态旅游，科学实
施蹲门退养区生态修复等工作。

“后申遗时代”，盐城在旅游发展方面将
有什么新动作———放大世遗效应，推进全域

旅游发展。
“盐城将抢抓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列入世

界自然遗产的机遇，借助‘世遗’这张名片，让睡

着的资源醒过来、躺着的文化站起来、散落的珍
珠串起来。”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同志

介绍，一方面，推动沿海环境美化，建设一号海
堤公路，南起东台弶港、北到响水陈家港，千里

海堤路，让游客感受湿地的旖旎风光与黄海的
豪迈气势。另一方面，布局乡村旅游公路，届时，

蜿蜒绵亘的美丽乡村旅游公路串联起大纵湖、
射阳湖与片片湖荡，在森林中驶过，在湖荡中穿

行，使自驾游成为一种乐趣与享受。

    11月 29日至 12月 5日，盐城在上海举办

农业接轨上海系列活动，发布了“盐之有味———
自然遗产地盐城农产品”盐城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为首批获准使用该品牌的 12个企业颁发
授权证书。

为农产品贴上“自然遗产地盐城农产品”绿
色标签，盐城农产品丰富的优势得到进一步释

放。同时通过整合公共品牌，盐城农副产品生
产企业，能够以更严格的质量管控、更标准的生

产规程、更规范的贮运包装，为长三角地区乃至
全国提供更加优质的农村产品。

农业一直是沪盐两地合作历史最久、范围
最广、关系最密切的产业。今年以来，盐城不断

加大农产品接轨上海力度，通过建设农产品供
沪基地、加强宣传推介、建设直销窗口等一系列

举措，推进农产品进上海。东台西瓜、射阳大米、
大纵湖大闸蟹、阜宁生态猪肉、盐城草鸡（鸡蛋）

等主要农产品越来越多地销往上海市场，赢得

了上海市民的青睐。
盐城是长三角一体化 27个中心区城市中

唯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上

海 80 个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盐城签约了 37

个，今年新增 27个，实现了县（市、区）全覆盖，

是地级市中最多的。上海蔬菜集团在盐城设立
了农副产品外延基地 3.5万亩，其中设施面积

1.5万亩。
在实施乡村振兴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

下，盐城还以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发挥农业主

产区优势，加快科技、人才、资金、项目等要素集
聚，并推动现代农业园区由要素集聚平台转变

为要素配置平台，引领该市现代农业发展。
处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期”，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为盐城打开了发展新空间，描绘了

一幅宏伟蓝图。盐城站在新时代的起跑线上，
作为后发崛起的板块，对融入长三角、接轨上

海更加自信。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何
建华说，后发不是落后追赶，而是并跑超越；不

是复制克隆，而是创新发展；不是梯度转移，而
是协同共赢。

融入长三角，拥抱大上海，盐城满怀自信,

阔步前行。

盐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中韩（盐城）产业园

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

鹤舞深秋

我国机电设备“航母”———上海电气东台公司

“信息高铁第一站”在盐城启动

位于盐城东台沿海的全国最大的“风光渔”一体化发电站

盐城绿色农产品受到上海市民的青睐

文/?盐阜大众报》记者 陆荣春
图/孙华金 金胜春 王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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