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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99人就有人就有11人吃人吃““电商饭电商饭””

探访宿迁探访宿迁：：从从““电商名城电商名城””到到““数字之都数字之都””
“城市与企业是紧密的利

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城市因
企业而兴，企业因城市而强。”
江苏宿迁市委书记陈忠伟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说道。

宿迁位于江苏省北部，是
江苏最年轻的地级市。

如今，这座苏北小城已拥
有全国最大的商务呼叫中心，
电商交易额、网络零售额、快递
业务量、快递业务收入4项指
标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
长……京东、小米、360、网易、
百度、当当等企业纷至沓来。
龙头企业的进驻也给整个城市
产业带来巨变，电商成为了宿
迁第一个千亿元级的产业。

站在新的起点上，今年宿
迁提出，要做全国中小型城市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标杆。

其中一个主要抓手，就是
围绕壮大数字经济做文章。
2022 年，宿迁市被列入 2022
年全省数字政府“一网统管”4
个试点城市之一，宿迁数字政
府建设工作被提上重要议程。

陈忠伟表示，当前宿迁踏
上了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驶入
了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地企合
作也迎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而2009年的宿迁，GDP仅
是江苏排名第一的苏州的九分
之一。这些年宿迁是如何实现
逆袭的？民营经济如何与城市
实现水乳交融，共生共荣？智
慧城市的“宿迁模式”又将如何
打造？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
进行了实地探访。

客服大楼里的年轻人：
00后成为主力军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在宿迁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的京
东（宿迁）全国客服中心，这是
再熟悉不过的一句工作用语。

与消费者一屏之隔，这座
办公大楼里不少都是00后，他
们坐在电脑前快速操作，平均
年龄只有23岁。与想象中的
沉闷和重复相反，工位上常能
看到年轻人喜爱的手办、彩色
键盘、网红零食等。

在京东客服中心不远处，
是今年5月将投入使用的京东
智慧城三期项目，包括5栋员
工公寓、3栋办公楼、一座体育
场馆以及配套商业综合体，其
中一座还是宿迁第一高楼——
高 158 米，专用于物流办公。
再远处，是当当、网易、百度等
互联网巨头的办公大楼林立道
路两侧。

特别是当夜色渐浓，这些
互联网大楼的LOGO便显得愈
发夺目，不仅构成了整个宿迁

电商产业高速发展的缩影，也
照亮了许多年轻人的电商梦。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截至2022年底，宿迁市电商交
易额达到2200亿元，其中宿迁
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就贡献了近
一半比例。同时，电商产业相
关从业人数超过60万人，而宿
迁总人口还不到500万。

也就是说，在宿迁，每9个
人就有1个人从事电商产业。

在宿迁市宿豫区副区长、
宿迁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党工委
书记任杰看来，当地电商产业
能快速崛起，龙头企业的带动
作用至关重要。

事实上，如今提起宿迁，很
多人会联想起京东创始人刘强
东。2009年，京东将全国客服
中心落户于此，刘强东的老家
就在宿豫区来龙镇的农村。

转眼14年过去，宿迁已发
展成为京东的重要业务基地，
而京东也成了这座城市的品牌
名片。

当年还挤在两层楼里的客
服中心，如今已经建设到了第
三期，形成了超过70万平方米
的庞大产业园区；客服中心的
员工也从当时仅仅几十人，一
路扩至目前约1.2万人，规模居
行业内全国之首，预计2025年
前还将增加上万人。

在政企共建的大背景下，
当地产业和城市生活随之蝶
变。任杰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如今宿豫区已变身成为新“五
城”：电商之城、物流之城、科技
之城、全国乡村振兴的典范之城
和互联网医疗高地之城。

比如2022年宿迁电商产
业园的电商交易额就已达到
1000亿元，目前主推的直播产
业的主播，不少人是从客服转
型而来，他们既懂产品又能沟
通；物流方面，采用新一代大规
模自动化仓储生产与管理体系
的“北斗新仓”也首先投入在当
地，拣选处理效率提升4倍以
上，不仅能辐射苏北，还包括附
近的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宿
迁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项目”入选工信部2022年全国
优秀信创应用示范案例；京东
农业科技示范园已经落地；全
国首个京东健康的线下互联网
医院也即将正式运营，届时市
民可以享受“线下医生+线上医
生”联合问诊的医疗服务……

民营经济
激活城市竞争力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
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
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
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

要来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也提到，完善相关政策，鼓励
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
壮大。

而城市营商环境，也是衡
量一座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之一。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
心发布的2022年度地级市电
子商务营商环境报告中，宿迁
位列全国第18位。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走访中
发现，相较于很多城市而言，
宿迁与企业的联动显得尤为
紧密。

“我们自己把宿豫定位为
京东之城，城市的方方面面都
和京东有联系。特别是在电商
园区，每条道路上都有以京东
元素为核心打造的景观小品。”
任杰透露，目前电商产业园区
有700多家企业，接近4万名
数字经济的从业人员，其中京
东员工就占了近1/3。

财税方面的数据则更具说
服力：2022年宿迁电商产业园
区税收收入超过30亿元，占宿
豫区一半以上；其中京东占园
区一半以上，即占宿豫区1/5
以上。

不过，企业家反哺家乡的
故事并非个例。任杰认为，如
何把企业家对家乡的深情变
长情，真正实现企业与城市共
融共赢，更是对地方政府的
考验。

“比如宿豫区创新了一项
制度，区委、区政府专门成立了
一个机构，就叫‘京东合作促进
中心’，从全区抽调了8名优秀
年轻干部，其中7名被选派到北
京京东总部挂职，1名留在宿迁
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因为一个
企业成立一个事业单位，这在其
他地方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任
杰说。

此外，宿豫区委、区政府还
成立了一个叫作“京东合作服
务领导小组”的议事机构，宿豫
区委书记和宿豫区长是双组
长，所有其他的区领导都是副
组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能跨
部门快速解决问题，特别是一

些数字经济领域的新生事物。
比如快递无人车的行驶区

域划定。宿豫是京东快递无人
车率先投入使用的试点城区之
一，由于安全等问题需要城市
开放相应路权，但这是一个新
生事物，此前并无案例可寻，此
时就需要交通、交警、城管、发
改等多个部门的共同参与。

未来，宿迁如何吸引更多
企业进驻，实现企业成长与城
市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

对此，陈忠伟表示重点有
三方面：一是要坚持用良好的
产业生态成就企业。立足建设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
标，构建“6+3+X”先进制造业
产业体系，培育20条重点产业
链，分产业、分链条确定发展目
标和推进计划，促进产业做大
做强、企业茁壮成长。

二是要坚持用政策的阳光
雨露滋润企业。聚焦数字经
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领
域，研究出台加快推进数字经
济发展的实施意见、重点产业
链链主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
等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以政
策支持的“加法”换取企业发展
的“乘法”。

此外，还要坚持用一流的
营商环境服务企业。更好地发
扬“店小二”精神，坚持无事不
扰、有求必应，致力打造“3办”

“6全”“5心”的“365”服务体
系，健全常态化联系服务机制。

做全国中小型城市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标杆

2023年宿迁市《政府工作
报告》提到，精心建设可爱城
市，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当下，城市数字化转型成
为宿迁新的命题。2021年，宿
迁联合京东云共同探索中小城
市数字化转型样本，成功打造
了“1334+N”一网统管新模
式：建设1个市域治理现代化
指挥中心，聚焦社会治理、民生
服务和数字经济三大领域，通
过综治、城管、应急三网融合，

构建大综治、大城管、大应急、
大交通四大治理格局，并创新
N个智慧应用。

2023年2月，宿迁市政府
办公室印发关于《宿迁市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其中
提到，宿迁要做长三角北翼
数字经济节点城市、江苏省
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全国
中小型城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标杆。

具体如何做？陈忠伟对中
国城市报记者表示，下一步，宿
迁将聚焦“一屏观全域、一网管
全域、一端惠全域”总体目标，
努力实现城市状态的精细感
知、城市运行的精准管理、突发
事件的快速处置和市民服务的
便捷智能，着力打造特色鲜明
的智慧城市“宿迁模式”。

第一是精塑“宿迁速办”品
牌。以“一网通办”为基础，依
托“苏服办”，探索无差别综合
接件，形成网上大厅、办事窗
口、掌上 APP 等多渠道融合
的综合服务体系，进一步打响

“宿迁速办”区域政务服务公共
品牌。

第二是推进三网融合。以
扁平化管理作为网格设置重要
依据，对现有政法综治、城市
管理、应急管理等重点网格进
行整合，加快建立“一网覆盖”

“一专多能”的全要素网格，促
进系统互通、数据共享、指挥一
体，全面夯实市域治理的基层
基础。

第三是构建四大治理格
局。将社会治理主要领域统筹
考虑、一体谋划，积极构建“大
综治、大城管、大应急、大交通”
治理体系，以信息化手段打破
现有业务的条块分割，推动
实现工作一体联动、业务闭环
管理。

第四是打造多元应用场
景。推动应用场景从社会管理
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生态环
境保护等领域延伸，从市级层
面向基层一线下沉，从点上示
范向面上普及推广，鼓励引导
各行业各领域开发更多功能丰
富的个性应用场景，让群众真
切感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幸福
感获得感。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京东云宿迁城市大脑已融
合宿迁市70多个委办局的信
息，推进 7万余路视频资源、
1000余类空间地理资源等非
结构化数据的归集共享。去年
以来，“宿心办”APP已上线运
行，1年多时间上线475项服务
（市级367，县区 108）、接入9
个县区、入驻150个社区，这意
味着宿迁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又
快了一步。

宿迁电商产业园使用智能化的“北斗新仓”，可将快递拣

选处理效率提升4倍以上。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