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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相城经开区江苏苏州相城经开区：：

激活产业转型动能激活产业转型动能 释放数字创新活力释放数字创新活力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历经21载的风雨沧桑，江
苏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万丈高楼平地起、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筑城特质在时空纵横
间展开，绘就了阳澄水乡现代
气象的锦绣山河景。

从2002年在苏州城北“破
土而出”到2014年成为相城区
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再到跃进为相城区名副其
实的经济增长“主引擎”，近年
来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相城经开区）结合
“三城建设”实际，强化政治引
领，突出党的领导，持续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强数
字技术创新应用，加快推进高
端人才集聚，在锚定高质量发
展、打造现代化一流国家级经
开区的大道上不断阔步前行。

产业转型升级
“经开智造”不断向高攀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
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
产业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重中
之重。对于相城经开区来说，
答好转型升级答卷，是一场漫
长艰辛的接力，更是一场“谋
变”“突破”“立新”的努力奋进。

闲置低效厂房变身“高精
尖”产业园，扫除“散乱污”展现
乡村振兴新气象，对外开放合
作“朋友圈”加速扩容……在触
摸到土地资源瓶颈、传统产业
转型阵痛等发展“天花板”后，
2020年相城经开区布局谋划，
开启“三城建设”：南部澄阳片
区以楼聚产，推动“垂直开发区”
建设，打造“城市会客厅”；中部
泗塘——塘角片区智造崛起，
推动“高端智能制造集聚区”建
设，打造“城市智造芯”；北部北
桥片区生态优先，推动乡村振兴
发展，打造“城市后花园”。

同时，相城经开区积极构
建以“数字金融、工业互联网”
为先导，“先进材料、智能制造、
数字城市”为特色、“航空航天、
生物医药、现代商贸服务”为突
破的“2+3+X”产业格局。这
既是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
方向，也是新时期经开区将党
的领导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的
布局重点。

长三角创新医疗科技产业
园的华丽变身，是相城经开区
在澄阳街道打造“城市会客
厅”，加快城市更新、产业转型
升级的一个缩影。曾经澄阳街
道聚集着许多设施陈旧、管理
混乱、低端小企业扎堆的老旧
厂区，急需转型升级。

近年来，相城经开区加大
城市更新力度，逐步改变以工
业为主的用地现状，以更加混
合、多元的核心区融入城市整
体空间网络，促进城市从“工业
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以科
创副中心的定位，大力发展楼
宇经济、总部经济、平台经济，
打造产城人的融合之城。升级
改造后的长三角创新医疗科技
园，正以高端医疗器械、医学人
工智能、医疗科学仪器等创新
医疗科技产业为主要招引方
向，集聚了10余家相关企业，
总投资6亿元，达产后产值达
15亿元，纳税超2亿元。

整治清退“散乱污”，转换
发展思路，也为相城经开区新
兴产业腾出了更多绿色空间。
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位于相城
经开区，东至元和塘，西至御窑
路，南至冶长泾，北至思嘉河，
总面积8平方公里，多年前曾
遍布废塑、家具作坊等散乱污
企业，环境问题突出。从2017
年开始，园区内的149家“散乱
污”企业和作坊全部关停，产业
园陆续培育引进了一批以宝丽
迪为代表的优质企业入驻。

“在制塑领域，纤维功能母
粒无疑是实至名归的节能卫
士。纤维母粒是化学纤维‘原
液着色’和功能改性的核心原
材料。比较起传统的着色技
术，使用原液着色技术可以略
去大部分染整工序，与此同时
减少废气废水的排放。”宝丽迪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蒋志勇说，宝丽迪通过转型提
升，公司从低端废塑，到高端色
母粒，再到上市，实现了生态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如
今宝丽迪已成为了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聚酯纤
维母粒行业中总产量及产能均
居国内前列，产品产销连续多
年持续攀升。

数字应用创新
“数智之城”加速“轻装奔跑”

近年来，相城经开区聚焦
数字金融、工业互联网两大先
导产业，重点加强数字经济等
核心产业发展，把区位优势、资
源禀赋转化成创新优势、发展
优势。同时，配套成立产业链
党建共同体，发挥组织优势增
加产业发展韧性，赋能关键技
术协同。

今年8月，江苏省工信厅
公示了2023年度省工业互联
网示范工程（标杆工厂类）拟认
定名单，宝丽迪榜上有名。目
前，相城经开区拥有43家工业
互联网企业，1家省5G工厂、4
家标杆工厂。

“宝丽迪采用‘5G+工业互
联网平台+工业APP’智能工
厂创新架构，基于5G的高速
率、低延迟、高带宽的特性，围
绕5G开展智慧工厂的应用；基
于国家级双跨平台进行数据集
成，消除信息孤岛，提高协同效
率。宝丽迪智慧工厂通过5G+
边缘计算（设备物联 IOT）、
5G+智能物流（智能立库+
AGV）、5G+智能生产（机械
手）等应用，实现了从云到端的
数字化体系，实现了设备智能
化与管理数字化，缩短了产品
研发周期，提高了生产效率，降
低了用人和能耗成本，保障了
工业生产安全。”蒋志勇介绍。

大城崛起，始于基建。随
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如何
让建筑领域“建造智能化、建筑
智慧化”，建筑行业向“绿色化、
数字化、工业化”迈进，逐渐成
了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平整混凝土、自动垒砖
……建筑工人与多款机器人共
同劳作，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国建介
绍，人机协同智能建造模式结
合机械化技术与建筑工人作
业，提升了建造效率，保障了施
工精准度。

另外，室内照明一键模式
切换、空调设备自动优化运行、
建筑用能关键指标总览……这
些便捷功能也在城亿绿建工法
楼项目的智慧建筑管理平台上
被一一实现。这是苏州思萃融
合基建技术研究所深度融合物
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打造智慧建筑的一种表
现。苏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融
合基建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数
字低碳研发中心主任马杰介
绍：“该项目借助数字运维平
台，赋予建筑生命力，使建筑与
人可对话、可感知，实现‘设备
实时监测—故障预测—决策响
应’的智慧化运维管理，同时，
通过实时碳排放精准监控、全

生命周期碳排放预测以及减排
收益分析，实现了项目全过程
碳排放管理，成为数字技术赋
能低碳建筑的示范样板。”

不仅仅在数字建筑方面，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的场景已然遍布相城经开区，
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的双轮驱动，相城经开区
不断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催生新产业经济的新模式，壮
大经济发展新引擎。如今，相
城经开区以“数字城市产业示
范园”为核心，加强智能建造及
建筑工业化示范应用，形成了
数字建筑、数字交通、数字监
测、数字能源等初具规模的数
字经济产业体系。

汇积人才智力
为高质量发展架起“四梁八柱”

相城经开区近年来聚焦人
才第一资源，着眼人才服务精
准化，聚纳一股股人才“活水”，
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巨
大活力，衍生出无限希望。

“苏州小样科技人才社区
是长三角最大的综合性、一站
式创业青年服务社区，是以服
务于相城经开区产业招商、产
业链构建、产业集群升级转型
的多功能垂直式专业化科技人
才社区。”苏州小样科技人才社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7年
的运营发展，苏州小样科技人
才社区累计引育企业 230 余
家，培育国家级人才6位、江苏
省双创人才4位、姑苏创新创
业领军人才17位、相城区科技
领军人才41位、相城区科技领
军创业团队1个；培育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32家；培育企业获
得融资超2.4亿元。

郭家辰是苏州小样科技人
才社区脚踏实地的创业者，也
是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相
城区科技领军人才。最近郭家
辰与其团队成功打造出一款助

行机器人，深受客户青睐。老
年人或者康复人士乘坐该款
助行机器人，可以智能躲避沿
途的障碍物，并用语音指挥机
器人到达某个位置。目前，郭
家辰团队还在继续打磨这一
产品，使其更加便于携带，有
望在不远的将来打磨成熟，投
放市场。

深化人才引育体系、强化
人才指标落实、优化人才服务
模式……这是相城经开区渴望
更好发展，汇聚智慧之力筑起
人才强区的蹊径，是立足新起
点、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派
生出的人才支撑新气象。

“在相城经开区不到两年
的时间，我从一个旁观者到发
展的参与者，看到更多的是国
家‘双碳’战略、长三角一体化、

‘数字化发展第一区’等多个战
略机遇的叠加。”马杰非常肯定
地说，“在人才政策、创业环境
吸引下，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
能够招纳更多优秀的人才，为
相城经开区的发展建言献策、
贡献力量。”

如今，“人才活水”汩汩涓
涓，已在相城经开区的“江面”
汇成一片波澜，并为城市高质
量发展架起了稳稳的“四梁八
柱”。相城经开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徐忠华表示：“下
一步，相城经开区将持续坚持
人才驱动，发挥人才团队在创
新集群中的关键作用，加强重
点产业、关键领域人才引育，重
点培育和引进领军型人才、紧
缺型人才，加快集聚高新技术
产业人才、先进制造业人才、现
代服务业人才和教育医疗等社
会服务人才。同时，不断提升
人才政策供给能力，加快人才
公寓服务能力，为人才招引提
供全流程保障，加速打造创新
创业热土，加快建设一批科研
院所、研发中心等，联合各行业
领军企业，形成引人留才的‘强
磁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远景。相城经开区党群办宣传文化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