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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示范区，是指按照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的理念，依托现有产业园区，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的

同时，加快产业园区从单一的生产型园区经济向综合型城市经济转型，成为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城市服务

功能完善、边界相对明晰的城市综合功能区。2016年 9月，盐城市盐都区以盐城高新区为主阵地，成功获

批全国首批、苏北唯一的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近年来，按照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生产与生活空间整

合、历史与现代高度契合的要求，重点探索开放式产城融合发展路径，产与城同步规划、同步建设，以产

促城、以城兴产，发展质量持续向好，示范区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产业、城市、人口统筹布局，空间资源配置更加优化

以功能匹配、空间优化、职住平衡为目标，全力打造并形成互补互融的产业片区、丰富多样的功能布

局、紧凑宜居的用地空间。

产业集聚成效明显。把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紧密结合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制定产业规划，重

抓园区建设，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横向错位互补、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始终突出智能终端

产业首位度，智能终端产业园累计落户项目 93个、建成投产 67个，总投资 130亿元的东山精密、总投资

30 亿元的永创 5G 滤波器建成投产。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城市活力的重要方式，重

点发展电商物流、汽车消费、商务商贸等服务业新业态，电商物流产业园落户企业超 400 家，创成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

城市建设组团推进。坚持集约高效，重抓“三带四组团”建设，世纪大道科技创新带、盐渎路产业发

展带、青年路生活配套带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科技广场组团正围绕“科技之芯、总部基地”定位，提速建

设智能终端特色小镇、CBD 总部经济区；吾悦广场组团正加快打造集总部经济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朝阳河

商业街区；体育公园组团正推动康养综合体落地开建，公园今年 5 月份建成开放；科创新城组团正加快推

进富力科创城建设，布局更多的公益配套和功能性产业项目。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小马沟生活宜居组团

十大工程建设初显成效，北大科技园孵化器、腾飞路文创特色街区等项目如期建成；城北地区改造加快推

进，编排四大类 23个项目，有效拓展了城市空间、改善了人居环境。

人口转移步伐加快。以农村住房条件改善工作为抓手，制定农民进城入镇激励政策，深化农村土地“三

权分置”改革，加大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力度，促进农民安心进城、放心落户。坚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

镇化同步发展，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扎实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将更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提

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平等发展能力，从强素质、促创业、增岗位等角度入手，拓宽农民工就业创业渠道，形

成“有产业—有就业—有人气”的良性循环，近三年累计实现近五万名农民工进城稳定就业，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 65%。

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统一，城市宜居指数明显提升

把以人为本理念贯穿产城融合发展始终，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人共享的美丽家园。



生产方式转型升级。制定实施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

装备制造、汽车配件、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通过“研磨”技术、“嫁接”智能，催生新业态、展现新模式、

焕发新生机。精准开展“暖企行动”，深入实施星级企业培育计划，鼓励优势企业深耕细分市场、打造自

主品牌，建立“瞪羚”和“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市三星级以上企业数实现稳步增长。大力推进工业园区

整合优化，全面开展“僵尸”企业、闲置土地、低效厂房清理工作，各类园区的开发强度和产出效益不断

提高。

生活配套日趋完善。围绕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城市道路与内环高架、国道无缝对接，整合镇村公交线

路，开通跨镇大区域公交，人民群众出行更便捷、换乘更方便。瞄准功能配套需求，优化体育设施布局、

建设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等项目，新建潘黄中小学、东进路中小学等学校，积极招引恒大、万达、碧桂园等

品牌开发商参与城市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医疗、住房的需求。紧扣文明城市创建，深入

开展老旧小区整治、棚户区改造，实行城市精细化、长效化管理，人民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有效提升。

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创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围绕“建绿、扩绿”，重点打造小马沟城市绿廊、盐龙体育公园等精品工程，积极构建点线面相

结合的城市绿化系统，近三年新增城市绿地近 600 公顷。围绕“治水、活水”，采取疏浚清淤、生态护坡

等途径，提升河道环境，增强过水能力，有效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围绕“截污、治污”，新建高新区污水

处理厂，加快推进神州路、鹿鸣路等污水管网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提高到 90%。

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融合发展水平持续增强

在产城融合的实践中，我们坚定不移地向改革要动力、以科技促发展、用文化创优势。

改革开放力度加大。深化“放管服”改革，47项行政事项集中划转到区行政审批局，推行区职能部门

主要负责人定期到窗口现场办公制度，窗口服务效能进一步提高。全市率先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

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审批模式，基层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实现全覆盖，全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企业、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

科技创新成效显著。制定实施创新创业中心三年行动计划，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 237 家，持续保

持全市大幅领先。高新区创新中心投入使用、北大科技园加快建设，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23.59件，

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超 2.55%、全市第一。新签约清华大学智能控制装备联合研究院、启动运营中

科院计算所高通量研究院，5G车联网研发中心列入省重大研发平台项目库，创新载体运营质效不断提升。

文化底蕴彰显魅力。加强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让城市携带“文化基因”，富有个性魅力。加强历史

文化街区、特色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龙冈凤凰古街、草房子乐园、张本古村落等一批特色文

化街区得到有效保护利用。注重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在城市生活圈开设了群众文化艺术馆、

民俗博物馆、水浒文化博物馆、三胡陈列馆等文旅设施，方便群众就近体验，让淮剧、老虎鞋、柳编这些

盐城人的“老记忆”焕发“新生命”。

政府、市场、社会同向发力，产城发展活力充分释放

综合运用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社会勤劳之手，积极破解产城融合发展中的各类要素难题。

政府引导高效有序。发挥规划的引领推动作用，聘请南京大学、深圳城市规划设计院等高端设计团队，



对原有规划进行完善提升，构建了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布局规划，形成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一张蓝图”。制定实施产城融合高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对经济指标、产业培育、功能完善、人居环境等发展目标进行明确，引领推动产城深度融合。

市场运作积极开放。构筑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推动盐高新集团、区国投公司等国有公司实现实体化

运营，进一步拓宽了融资渠道、压降了融资成本，为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积极引入社会

资本投入，畅通政策性银行融资、直接债务融资、地方政府债券等融资通道，通过 PPP模式建设运营了高

新区地下综合管廊、智创小镇、污水处理厂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社会力量有效发挥。发动本地企业与盐城技师学院等职校开设对口专业，对进城农民组织技能培训，

为智能终端、数控机床等企业直接输送人才，每年新培育技术工人 2000名以上。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累计引进顶尖人才 38人、领军人才 347人，转化落户项目 22个，科研人员成功跨界为高端创业者。发挥

民营经济发达、在外能人众多的优势，大力发展“归雁经济”，近三年新增返乡创业就业近 3000人。各个

层面、不同类型创新创业就业群体的大量进驻，为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集聚了人气、增添了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