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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南 通
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南
通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
民抢抓开放机遇，不但使城乡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
让广大百姓搭上了通往幸福生活
的快速列车——

夜晚，随着最后一名客人的离开，王靓
把名品店铺打烊，从江苏南通市区驾车回通
州区。从北大街入口上江海大道高架一路东行，
王靓抵达金沙镇仅用了20分钟。

王靓的店铺位于南通市区最繁华的南大街商
圈，3年来，她每天来往于市区和金沙之间，成为南通快
速路网建设的最直接受益者。她说，“以前走金通公路，一
趟至少要 45分钟。有了江海大道高架，时间缩短了一半以
上，真正感受到通州与市区融为一体了。”

王靓所走的江海大道高架是南通“102030”畅通工程
的一部分，到去年底，南通市区已基本实现了“10分钟上快
速路，20分钟上高速，30分钟市区各组团通勤”的目标，快
速路网通车里程80多公里，总里程数和互通水平在江苏位
居前列。

方便市民出行的不仅仅是快速路网。去年，南通市区
公交线路不断优化完善，万人公交车拥有量达到 14标台；
公共自行车系统投入运行，4000辆遍布202个网点的绿色
自行车成了风行通城的风景。

一项项民生工程的背后，是地方执政者的理念：发展
成果要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这些年，南通市委、市政府坚持从吃、住、行等群众最
关心、最期待的问题入手，每年排出一批重点项目，致力于
民生幸福工程建设。2013年，南通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485.88亿元，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第五，这一大块“蛋
糕”中切给民生支出的比重达56.1%。在政府持续不断地投
入下，南通百姓搭上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快速列车。

住得越来越舒心，吃得越来越放心

“看看我们的新房，无论硬件、软件都不逊于商品房，
在这个房子里过年，真是太舒心啦！”马年春节，南通市港
闸区幸福街道文俊村村民王德清一家过得既忙碌又快乐。
今年 1月 7日，他们拿到了两套安置房的钥匙，一家 4口高
高兴兴地搬进新家过年。

王德清所安置的幸福新城，位于上海市北高新（南通）
科技城内，小区的外观、绿化、基础建设等与高档商品房小
区不相上下。春节前，王德清的儿子买了辆汽车，外出拜年
全家人都是开车出行。“新小区路宽，还有停车位。”老王感
慨地说，“住房面积比以前大了，环境也大大改善了，儿子

的朋友提出用商品房和我们置换，我们还舍不得呢。”
王德清的幸福并不特殊。南通按照“不吃亏、少吃苦、

早安置、安置好”的要求，在安置房建设规划布点、要素保
障、资金筹措等方面狠下工夫，市区安置房建设进一步提
速。去年，市区新开工动迁安置房项目27个、523万平方米，
竣工交付项目 30 个、470 万平方米，安置动迁户 1.9 万户。

安置房竣工面积、安置户数均创10年来新高。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委、政府的追

求。拆迁居民已经为城市发展作了贡献，就要给他们
住最好的。南通市委、市政府坚持把改善民生放在

全局的高度加以部署推进，去年年初确定的 10
件 40项民生实事全面完成。去年下半年，南通

市委常委会又研究排出28项民生工作，由市
领导挂帅组织推进实施。

“菜篮子”工程也是关系千家万户的
民生大事。现在，南通市民申孙燕已经

习惯了在鑫客隆超市的“惠民蔬菜直
销区”内选购蔬菜，“这里比外面便

宜很多，划算。”与鑫客隆超市一
样，南通已有 120 家平价商店

通过江苏省验收，为广大市民
提供既便宜又新鲜的食材。

保障“菜篮子”，南通
不仅在稳定价格上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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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安全也是南通市委、市
政府关注重点。为让更多的南通市
民喝上优质长江水，早在 2001 年起，
南通市就开始了引江区域供水工程的
建设。从 2004 年开始，市政府每年都把区
域供水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2009年，“关于
加快实现全市城乡居民普遍饮用长江水的议
案”，被列为南通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1 号议
案。如今，引江区域供水工程已经覆盖所有乡镇，受
益人口超过740万，被誉为南通历史上惠及市民最多、
单项投资规模最大的实事工程。

腰包越来越鼓，负担越来越轻

5年前，失业在家的陈文华动起了创业念头。经过多方
比较，她加盟一家幼教培训连锁集团，投入30多万元，“阳
光起点”开始招生。如今，一期三个月的培训，一般都有 50
多个学员，应家长的要求，还办起了“晚托班”。规模扩展，
各项开支也一路看涨，“手头的资金始终紧张。”根据社保
站工作人员指点，陈文华两次成功申领小额贷款，“感觉一
下子宽松多了。”

政府的小额贷款，不仅贴息，而且门槛低、手续简便。
正是在创业政策的扶持下，“阳光起点”步入良性发展轨
道，已先后雇请了10多名教师和工作人员。

统计显示，去年以来，南通市发放小额担保贷款1.9亿
元，直接催生1641名“小老板”。

扶持创业，是南通深入推进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
抓手。南通市先后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使扶持创业
的对象更宽、享受补贴的标准更高、实施培训的范围更广、
业务手续操作更简便。在好政策的鼓舞下，一批创业富民

的弄潮儿随之涌现，据统计，去年全市实际扶持创业人
数达1.2万人。

“创业培训送给我致富的金钥匙。”海安县白甸镇农
民袁兵，参加职业农民培训后，在自家的三分自留地上
种上了草莓， 2009年，在县农委的大力支持下，他的草
莓园扩大到了 300亩，他种的草莓还通过了无公害认证，
并注册“梓源”商标。如今，他的草莓园年产值已达近
百万元，袁兵不但自己致了富，还吸纳了100多名特困家
庭的剩余劳动力前来务工。

同时施行的措施还有：健全工资协商和正常增长机
制，增加居民资产性、财产性以及转移性收入，落实支
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措施，拓展农民增收空间……这一系
列举措，让南通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去年，南通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31140 元、14690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15.5%、
65.1%

不但要把腰包鼓起来，还得把负担降下去。在南
通，一个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以及生育保险为主

体的“全民社保”体系已初步建成并不断完善。目前，
该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23.22 万人，覆盖
率达 98%以上；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际参保人数
185.1万人，覆盖率99.7%；基础养老金发放率99.6%，全
省领先。居民生活医疗有了保障，负担越来越轻。

去年7月起，南通在江苏率先建立起大病保险制度，
以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其中，市区医疗保险逐

步实现了由单一向多元、由城镇向农村、由职工向全
民的突破与跨越，各类群体覆盖率达到 99.8%以

上。得益于这一制度，南通医保实际上取消了住
院医疗费封顶线，市区职工、居民医保范围内

报销比例已分别达到83.3%、72.2%。
“好在有医保，不然我们家真得砸锅

卖铁了。”因呼吸衰竭，南通大力工具
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成老伯于 2012

年 9 月入院治疗，到去年底发生的
医疗费用总额已超过 70 万元，最

后各项基金支付 581662.6 元，在
医保范围内报销的比例达到

86.18%，总报支比 83.69%。成
老伯的女儿感慨道：“父亲

病情严重时，一天 10 多
万元医疗费压得全家

喘不过气来。看了医
疗费用清单后，大

家才松了口气。”

精神越来越富足，人心越来越向善

“金屋银屋，都不如我们农家书屋；少打麻将多看书，
富了脑袋富口袋，这才牛！”在南通如皋市郭园镇车马湖社
区，这句顺口溜几乎家喻户晓。

村民马晓华说，以前只要一有空，他就和朋友们去
打牌，自从社区建成农家书屋，他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
看看，不仅可以和村民们交流生产中遇到的难题，还

“意外”找到了创业致富的好项目。“书的种类很多，文
学的、科普的、养生保健的，这么多好书就在家门口，
当然要好好珍惜了。”现在，马晓华还成了农家书屋的宣
传员，农闲时常招呼村民们来看书。

以优秀文化滋养百姓精神家园。在加大投入、改善
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同时，南通全面推进文化改革发展，
城乡公共文化设施日臻完善。以创建国家、省级示范区

（项目）为抓手，着力构建城市“15分钟文化圈”和农村“十
里文化圈”，形成大型公共文化设施为骨干、基层文化设施
为基础、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南通港闸区所有街道都建起“群乐汇”大舞台，村
（居） 民既是看客，也是演员，加入文艺团队的愿望爆
增，全区业余文化团队由过去 30 支猛增到 100 多支，参
加者超过5000人。通过“群乐汇”，人们不仅享受了文化
的快乐，而且增加了与邻居们的交流，大家相互熟悉
了，社区更加和谐。谁家有什么难事，大家都会尽力帮
一把，有的帮邻居双职工夫妇接小孩、有的替邻里行动
不便的老人带把菜……

让百姓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的同时，南通还注重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深
化道德建设、提升文明素质，在全市营造向上向善的良好
氛围。2月9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南通海安县海安镇
镇南社区57岁的赵顺秋，因连救8名车祸伤者而突发心脏
病猝死的消息，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而经过警方数日深
入细致的走访调查，除赵顺秋外，朱道华、罗兵、周德富、马
梅香、周军峰、丁同年、汪宝玉、毛柴卿8人在内的救人群体
也随之“浮出水面”。没有事先约定，危难之时，他们从四
面八方迅速聚集、紧急救援；没有更多言语，他们为了“救
人”的共同目标，齐心协力，谱写了感人篇章。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近年来，南
通先后投入1000多亿元，为民办实事近300项，在“2012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中，南通荣获“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大奖”。有感于南通的宜居环境，网友

“hywmb”在论坛上发帖说：“让那些住在南通的人尽享
幸福，让那些经过南通的人感到幸福，让那些还没到南
通的人向往幸福之地南通。”

南 通 的 八 张 名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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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通州一带便能“时
闻机杼声，日出万丈布”。南通纺织
工业的奠基和兴起，源于中国近代
纺织工业的先驱和开拓者张謇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南通传统纺织工业不断转型
升级，家纺产业异军突起，已成为
世界三大家纺生产基地和家纺专业
市场之一。

悠久的历史遗留下丰厚的文化遗
产。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
苑，开启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河，从
而奠定了南通“文博之乡”的地位。

改革开放春风吹开了南通文博事业
新的一页。目前在濠河周边由中国珠算
博物馆、审计博物馆等28座博物馆组成
的文博馆群，是第一批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2009年，南通被
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文
博
之
乡

从1998年开始至2009年，南通已连
续 3届共 12年获取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优秀地市，2007年中国最安全城市排
行榜上位居全国地级城市第一，2009年
5 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荣誉的
奖杯——“长安杯”花落南通，标志着
南通步入了全国为数不多的“长安城
市”行列。2010年10月，南通市被确定
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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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张謇先生秉持“父实
业、母教育”的理念，在南通创办了一
大批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教育机构，诞生
了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等一批具有近现
代意义的学校，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新中国成立后，从南通走出了著名
数学家杨乐等近 30 多位“两院”院士。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通的基础教育质
量一直处于全省乃至全国领先地位。

20 年来，南通籍运动员林莉、葛
菲、李菊、黄旭、陈玘、陈若琳、仲
满陆续登上奥运会冠军领奖台，夺得
12 枚金牌，创造了连续六届奥运会

“届届见金牌、届届出新人”的辉煌战
绩。南通迄今已走出了 18 位世界冠
军，7位奥运冠军，分别在游泳、羽毛球、
乒乓球、体操等八个项目上获得 88 项
次世界大赛金牌，创地级市之最，被誉
为“世界冠军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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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是中国三大“长寿之乡”之
一，百岁以上老人占江苏省的一半、
全国的1/10，居中国地级市之首。据
统计，南通共有1020位百岁老人，百
岁老人最多为其所辖的如皋市。

地处江海平原的南通，不仅是中
国沿海地带惟一长寿之乡，也是工业
相对发达地区的长寿之乡。这在国际
上绝无仅有。

南通建筑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能工巧匠多，建筑经济总量、施工生产
能力、工程质量水平、市场占有率等方
面都处于江苏省领先地位。北京“鸟
巢”、上海金贸大厦、阿联酋迪拜双
塔、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等建筑都洒
下了“南通铁军”的汗水。截至去年
底，南通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的总
数已达 77 项，占据江苏全省获奖总数
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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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南通民营企业家
携家纺等产业赴海外创业，足迹遍及
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在非
洲、中南美洲，旅外新侨人数逾 12
万，形成了全球性“通商”的互动网
络。海门、通州甚至出现家家有华
侨、户户是侨属的“华侨村”。南通服
务新侨商创业的经验得到国侨办的充
分肯定，并称之为“南通模式”。

城北便捷的交通城北便捷的交通。。丁晓春丁晓春摄摄

位于南通新城被誉为位于南通新城被誉为““南鸟巢南鸟巢””的南通体育会展中心的南通体育会展中心。。

南通如东文蛤被誉为“天下第一鲜”，图为渔民
赶海归来。 解九江摄

南通如东文蛤被誉为南通如东文蛤被誉为““天下第一鲜天下第一鲜”，”，图为渔民图为渔民
赶海归来赶海归来。。 解九江解九江摄摄

中共南通市委书记丁大卫中共南通市委书记丁大卫 （（右二右二），），市长张国华市长张国华
（（右四右四）） 检查市民的菜篮子工程检查市民的菜篮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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