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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特色产业

位于黄海之滨的盐城有着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
近海10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超过7.6米/秒，远海风速接近8
米/秒，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可达3000至3600小时；年平均光
照时间在2280小时左右，年发电利用小时数1200小时左右。

良好的自然条件吸引新能源企业纷纷落户。在天合光
能 （盐城） 科技有限公司16GW电池项目生产车间，几百
台自动化生产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

通过实施“风电与光电立体布局、开发与制造联动发
展”战略，盐城将产业纳入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招引了
金风科技、远景能源、天合光能、协鑫集团等风电光伏行
业巨头，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

作为长三角地区首个“千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城市”，盐
城正把新能源产业打造成自己的名片。截至2021年，盐城
市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1204万千瓦，在这里，每使用100
度电，有近60度来自于新能源。

按照 《盐城市“十四五”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到
2025年，盐城将迈入两个“2000”的蓝海，即新能源累计
装机容量力争达到2000万千瓦，新能源产业开票销售达到
2000亿元。

在盐城北部的连云港，世界一流的万亿级石化产业基
地正在崛起。作为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盛虹、卫
星、中化等高端化工产业项目均在此落户。去年底，盛虹
集团旗下斯尔邦石化二期丙烷产业链项目——26万吨/年丙
烯腈 （Ⅲ） 装置，一次性开车成功并产出合格产品，这使
得丙烯腈的年产能达到 78 万吨，跃居国内第一、全球第
三，对发展风电等清洁能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目前，连云港产业体系雏形已经形成，国家石化产业
基地加快建设，“中华药港”建设全面铺开，新医药、硅材
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装备制造四大国家级产业基
地初步建成。

江苏唯一的滨江临海城市南通把重大项目快速集聚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突破，正在构建“龙头带动、配
套跟进、全产业链发展”的产业格局，打造长三角临港产
业新空间。

“多项战略机遇交汇叠加，南通成为江苏高质量发展新
增长极的态势日益明显，正处在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
跨越赶超的重要窗口期。”南通市委书记王晖说，南通既有
跨江出海链接全球的海港优势，也有溯江而上服务内陆的
通道优势，还有依托上海融入世界的窗口优势，天然具有
门户功能。

仅3平方公里的阳光岛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液化天
然气接收站。2021年接卸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天然气运输
船87艘次。目前阳光岛正加速推进3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项目，未来将打造成国家级“能源岛”。

目前，南通市船舶海工产业产值超1000亿元，形成了
东起长江入海口启东寅阳、西至如皋长青沙的沿江海工装
备和高技术船舶产业带。总投资1000亿元的中天精品钢项
目建成后将形成超500万吨精品钢生产能力。洋口港围绕高
性能纤维材料、可降解新材料、高性能树脂等产业，可形
成千亿元产值规模。按照《南通市关于贯彻落实〈江苏沿
海地区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 的行动计划》，2025
年，南通的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将突破30%，沿海前沿
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市比重达30%，分别比目前提升3.1个百
分点和5个百分点。

打造“三大片区”

今年年初，南通通州湾吕四起步港区码头迎来了启用
后最大的一批货物，由南通海门一家企业生产的总价值2亿
元的风机叶片从这里装船出海发往荷兰。

“过去，这些出海的货物需要通过陆路运到长江码头，
然后通过长江码头的驳船运往上海出海。”南通通洋港口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赵忠祥告诉记者，“现在，货物可以从工厂
直接运到我们这个码头，缩短了100多公里的陆路距离，大
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江海联动区、陆海联动区、河海联动区，这是 《规
划》中提出的要打造的“三大片区”。

南通着力打造“大通州湾”，由南通206公里海岸线上
的洋口港、通州湾、海门港和吕四港组建而成，定位为江
苏的新出海口。“通州湾新出海口是服务临港工业发展、服
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长江经济带集装箱中转运输的
综合性港口，目前正全力构建‘内河到码头、铁路进货场、
海港通大洋’的集疏运体系。”在南通通州湾港口开发建设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沈捷看来，这样一个集疏运体系将充分发挥
公铁水、江海河联运体系的作用，预计到2035年，集装箱吞吐
能力达到1300万标箱，货物吞吐能力达到3亿吨。

1月27日下午，一列满载着机械配件的中亚班列从连云
港中哈物流合作基地驶出，沿着新亚欧大陆桥一路向西经
霍尔果斯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最终到达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行程5000多公里，用时12天左右。

据了解，中哈物流基地先后推出同一集装箱“海铁
空”联运、“内陆中亚东南亚中亚”循环利用等运输模式，
同时发挥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创新实施“保税+出口”混
拼、“船车直取”零等待等模式，不断提高作业效率，压缩
货物在港时间。

作为“一带一路”的海陆交汇点，连云港将深入推进
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打造服务中西部地区对
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以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枢纽海港为
重点，推动连云港海港、徐州国际陆港、淮安空港“物流
金三角”联动发展，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
作，建设成为陆海通道战略枢纽。

连云港市委书记方伟表示，“连云港将建设好国家东中

西区域合作示范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
建设，以服务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枢纽城市、发展
枢纽经济，用好自贸试验片区、综保区等开放平台，探索制度
型开放，加强联动创新，构筑高水平全方位开放高地。”

自古就是淮河流域最直接的出海门户的盐城，河海联
动，蓄势而为。滨淮高速、滨海港铁路、滨海港20万吨级
航道正加紧建设，响水、滨海、射阳等港口、码头和内河
航道资源整合为盐城港控股集团并通过与淮安、蚌埠、周
口等地港航合作，打通西向水运通道。

目前，盐城正积极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与上海、杭
州等地形成生产要素、现代产业、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四
大循环，同时依托中韩贸易产业园，规划建设综合保税仓
库，建设一批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基地。

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每年冬天，超过全球数量一半的丹顶鹤到盐城越冬。
为了更好地保护黄海湿地，盐城曾放弃已获批准的条子
泥、高泥和东沙区域百万亩滩涂围垦计划，转而打造湿地
保护修复科研基地，积极实施退耕退渔退养、还林还湿工
程。2019年，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黄 （渤） 海候
鸟栖息地（第一期）项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此次 《规划》 中，特别提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统筹推进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特色风貌塑造，重点打造
蓝湾百里、生态百里、缤纷百里，维护海洋自然生态和自
然再生产能力，展现海洋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共享美好
蓝色家园。

坚持绿色发展，已是沿海三市的共识，美丽海湾建设
也将展开。

盐城市正积极探索淮河生态经济带环保联防联治长效
机制，成立长三角生态产业链联盟，努力为淮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提供生态环境支撑。盐城市市长周斌表示，盐城将
和其他城市共建沿淮绿色生态走廊并共同打造淮河出海通
道，组建海河联运战略联盟，协同推进出海二级航道建
设，真正实现“直连出海、河海联动”。

南通提出打造绿色生态新沿海，推进绿色生态发展，
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连云港则在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功
能、提升陆海污染协同防治水平、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
化、打造特色海洋文化旅游名片上皆有布局。坚持做好

“治污”“添绿”“留白”文章，深入推进入海河流系统治
理，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完善全流域上下游协同
整治机制，确保入海河流水质稳定达标。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
交汇点，江苏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面临难得机遇和条件，

空间广阔、大有可为。

向海发展 时至势成
尹晓宇

江强海弱，这是江苏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局。
江苏拥有954公里的海岸线，沿海滩涂面积约占全国滩

涂总面积的1/4，但是，江苏省的海洋经济长期偏弱，2020
年江苏省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为7828亿元，而同为临海省份
的广东，同期海洋生产总值达1.72万亿元。

其实，江苏沿海发展的基础并不薄，沿海三个设区市
——连云港、盐城、南通，都有一定的自然禀赋、区位优
势以及产业基础。江苏沿海地区处在东部沿海的中心地
带，北连环渤海地区，南接长三角中心区，东与日韩隔海
相望，西连新欧亚大陆桥，地处“一带一路”、沿江沿海交
汇点，具有河湖连通、海河交汇、江海联动等独特优势和
条件。但长期以来，这些优势却被产业层次不高、城市能
级不够、港口功能不全所掣肘。

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的推进，沿海三市的发展潜力
开始显现。以连云港港、盐城港、南通港为核心的沿海港
口群布局基本形成；沪苏通铁路、盐通铁路、连徐高铁等
相继建成运营；盛虹炼化一体化、中天钢铁等一批重大产
业项目有力推进；江苏自贸试验区等载体平台加快建设
……2021年，三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

但与沿江发展相比，沿海发展还是相对滞后，江强海
弱的局面尚未改变，江苏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沿海就
显得非常迫切。

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来看，江苏沿海地区是新亚欧
大陆桥沿线地区、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重要出海
门户。从区域发展来看，江苏加快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能够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产业转移、创新转
化、功能拓展空间，促进长三角区域更加协调均衡和一体
化发展。从江苏本省的协调发展来看，加快陆海统筹发
展、推进沿海地区加速隆起，可以形成全省高质量发展的
新增长极，形成沿江沿海沿河沿湖优势互补。

目前，江苏省级层面已成立江苏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领导小组，配套 《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的各种方案正在陆续出台，江苏上下正以最大合力
推动沿海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江苏向海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成！

江苏

高质量打造沿海海洋经济隆起带
本报记者 何 聪 尹晓宇

江苏的沿海地区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去年底，国务院批复了《江苏沿海地

区发展规划 （2021—2025年）》（以下简
称《规划》），以深入推进连云港、盐城、
南通三市一体化发展为重点，赋予沿海地

区“高质量打造沿海海洋经济隆起带”的
重任，明确“接轨上海和苏南地区”，“增
强对苏北和皖北地区辐射带动”的要求。

江苏省发改委主任李侃桢告诉记者，
与《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09—2020

年）》相比，新一轮沿海《规划》更加突
出转型发展、产城融合、绿色生态等特
点，进一步彰显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新作
为。向海而兴，是江苏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选择。

南通港通海港区集装箱作业区南通港通海港区集装箱作业区 许丛军许丛军摄摄

盐城境内的风机盐城境内的风机 马焘焘马焘焘摄摄

连云港港口连云港港口 杨开林杨开林摄摄

“顺利完成订单，收
到全部货款。”2 月底，接
到银行通知后，西藏自治
区九熙商贸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超华激动不已。李超
华长期从事口岸进出口贸
易，今年首票国产汽车出
口 业 务 就 实 现 了 “ 开 门
红”。“2021 年，我们公司
自西藏口岸出口的国产汽
车超过500辆，年内预计能
实现翻倍。”李超华说。

虽是近两年才开始做
国产汽车出口业务，但李
超华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汽车贸易政
策可谓是门清儿。“比如，
尼泊尔提出了‘电动出行
国家计划’，积极鼓励新能
源车辆进口，新能源汽车
进口关税比传统燃油汽车
低 一 半 左 右 。” 李 超 华
说，“目前尼泊尔国内汽
车生产主要依赖进口整车
和零配件组装。近几年随
着尼泊尔交通、电力等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加之我
国 电 动 汽 车 技 术 迅 猛 发
展、技术产业不断升级，
国产新能源汽车在南亚市
场备受青睐。”

据 拉 萨 海 关 统 计 ，
2021 年西藏自治区与 32 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有贸易往来，进出口贸
易总值19.82亿元，同比增
长38.4%，占西藏外贸总值
的 49.4% 。 其 中 ， 出 口
18.88 亿 元 ， 增 长 54.5% 。
对 南 亚 8 国 进 出 口 总 值
18.25亿元，增长69.8%。

如今，国产汽车自吉
隆、樟木口岸整车出口已
然成为拉动西藏外贸的一
个新增长点。在拉萨海关
业 务 一 处 副 处 长 琼 达 看
来，西藏进出口额迅猛增
长是乘了政策的“东风”，压缩整体通关时间、
口岸减税降费、“两步申报”等系列政策实施
后，西藏自治区外贸主体参与热情明显提升。
2021年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104家，较2020年
增加21家。

同时，针对西藏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新动
态，拉萨海关设立专用窗口和关企联络员，通过

“一对一”指导企业规范申报，针对性开展法制宣
传，引导企业树立“质量第一”意识，同时开通
整车出口专用临时验放通道，采取无纸化通关、
随到随查等便利化通关措施，确保出口尼泊尔整
车验放工作“零延时”，为国产汽车出口搭起口岸
通关快车道，获得了中尼企业的高度赞赏。2021
年拉萨海关共监管验放国产汽车出口806辆、贸易
值1.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92%和760%。其中，
新能源汽车出口419辆，增长974%。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和南亚大通道建设。2021年12月15日，首列“青
海海东—西藏日喀则—尼泊尔”公铁联运南亚班
列发车，30节车厢搭载1350余吨日用百货、农副
产品等物资，总价超180万美元。南亚国际班列的
开通，则是根据西藏、青海等西部五省区商务部
门达成的《推进中尼贸易陆路通道合作建设协议
书》，畅通国际贸易“南向通道”的一项举措，更
是西藏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表现。

新年新机遇，稳外贸有利因素正在积聚。
今年 1 月 1 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为西藏外贸发展注入新动
力。未来，西藏自治区还将持续深入实施“便
民利企工程”，加大外贸企业培育力度，不断完
善外贸企业“问题清零”长效工作机制，为企
业纾难解困，为西藏特色产品扩大出口保驾护
航，大力支持国产汽车整车出口，持续优化口
岸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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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海关关员在西藏高原天然水有限公司矿
泉水生产基地现场检验监管。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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