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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万里长江，奔流入
海。江之尾、海之端，就是素有“江海
门户”之称的江苏南通。与上海、苏
南隔江相望，特有的历史文化传承，
让南通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实现高质
量发展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发
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
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近年来，南通把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作为核心战略，优化发展思
路，抢抓发展机遇，重塑发展格局，呈
现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气象。

“南通好通”：正成为长三
角乃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重
要组成部分

北起南通，南至张家港，浩瀚长
江江面上，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长虹
卧波，飞跨两岸，汽车、高铁在大桥上
下两层川流不息。

2020年7月1日，沪苏通长江公
铁大桥、沪苏通铁路正式通车运营，
与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市，到上海的
铁路不再需要绕道南京，两地间最短
行程压缩到1小时左右。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南通考察时说：“当年，你们这里和上
海隔江相望，南通不好‘通’，现在跨
江大桥建起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
变通途，从此‘南通就好通’了。”

“南通好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气象。

跨江——
规划中的张皋过江通道、苏通第

二过江通道、海太过江通道、北沿江
铁路通道、崇海通道，与现有的崇启
大桥、苏通长江公路大桥、沪苏通长
江公铁大桥一起，未来将形成“八龙
过江”新格局。

入海——
10 月 18 日，南通通州湾新出海

口——吕四起步港区“2+2”码头主
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交工验收阶
段，为年底开港提供有力保障。

通州湾地处长江入海口北翼，处
于“一带一路”交汇点，建成后将成为
继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之后我国
又一江海联运新通道。

铁路——
从改革开放前的“地无寸铁”到如

今连线成网，再到逐步迈向铁路枢纽门
户，近两年陆续开通的沪苏通铁路、盐
通高铁，加上在建和规划中的北沿江高
铁、通苏嘉甬高铁等，让南通融入“轨道
上的长三角”和“上海1小时经济圈”。

航空——

南通新机场正加紧前期工作，近
期规划 4000 万人次年旅客吞吐量，
远期按 8000 万人次进行规划控制，
建成后将与上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
共同构成上海多机场体系主枢纽。

未来，南通将进一步突出交通先
导，完善多层次轨道交通，构建公铁
空、江海河立体化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打造成为长三角乃至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能向绿、创新驱动：在长
三角一体化中重塑产业功能定位

洋口港阳光岛，距离南通如东县
海岸 10 余公里处，犹如一颗明珠镶
嵌在黄海中。

作为清洁能源特色基地，这里是
南通沿海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
到2025年，阳光岛的LNG（液化天然
气）年接卸能力将达2500万吨，极大
提升长三角区域调峰保供能力，进一
步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全方位融入苏南、对接上海，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战略中，南通正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催生新的产业图景。

——产能向绿，产业向海，重塑
区域内产业功能定位。

拥有长江干流岸线 166 公里的

南通，是万里长江奔流入海的最后一
道生态屏障。但以前这里曾是全国
最大的进口硫磺集散地之一，“滨江
不见江，近水不亲水”。

2016 年以来，南通启动五山地
区滨江片区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依法
关停并转“散乱污”企业200多家，退
出过去港口货运功能，腾退修复岸线
12公里，全力打造17平方公里面向
长江、鸟语花香的“城市客厅”。

以“大通州湾”体制机制推动沿海
发展，将吕四港、海门港、通州湾、洋口
港规划整合为一个通州湾港区，实现规
划“一张图”、布局“一盘棋”，有序承载
长三角地区重大产能转型升级，着力打
造沿海万亿级绿色临港产业基地。

近三年，苏南、上海企业来南通
投资亿元以上项目超500个、总投资
超 2000 亿元，一批百亿级项目跨江
而来、落地生根，累计落户各类产业
项目3000余个。

——创新驱动，江海联动，加快
区域内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融合。

今年6月，凭借独创的新型外绝
缘电网整体解决方案，神马电力一举
中标巴西输变电特许经营权招标项
目，赢得世界同行瞩目。

落实《沪通科技创新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积极策应上海科创中心、苏

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建设，大力度打造沿江科创
带，南通科创生态逐步形成，创新基
底进一步夯实。

近三年来，南通每年与上海签订
产学研合作项目超200个，上海近八
成高校院所与南通 70%以上制造类
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

包容汇通、敢为人先：激发
强大精神动能奋力谱写更美图景

通扬运河畔，静静矗立着一座历
经百年风云的纱厂——

19 世纪末，爱国实业家张謇在
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开创中国近代民
族机器纺织工业先河。此后，他陆续
办实业、兴教育、建城市，创造了当时
诸多“全国第一”，南通也被誉为“中
国近代第一城”。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南通博物苑，了解张謇兴办实业、
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高度评
价张謇“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
模”。同时提出，要把南通博物苑和
张謇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
广大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
增强社会责任感，坚定“四个自信”。

为弘扬家国情怀、增强社会责
任、鼓励创新创造，南通高水平建设
张謇企业家学院，培育新时代优秀企
业家群体。

张謇企业家学院自今年 1 月成
立以来，累计举办全国各地培训班
141 期次、培训企业家学员 1.1 万余
人次，在企业家队伍中进一步形成传
承先贤伟业、践行社会责任、敢于创
优争先的浓郁发展氛围。

发扬企业家精神，开创经济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

从2016年起，南通设立“企业家
日”，每年表彰坚守实业的优秀民营
企业家，已在长三角地区形成广泛影
响，不仅增强广大企业家荣誉感、责
任感，也进一步形成尊重企业家、支
持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传承江海红色基因，进一步坚定
发展信心。

南通是长三角地区红色文化资
源大市，像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苏
北抗大九分校旧址等革命遗址和纪
念场馆就有300多处。

今年5月，南通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网上红色展馆正式上线，通过网
上联展方式，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
式，打造南通网上红色精神家园。

“强富美高”现代化新南通，正成
为长三角城市群中的璀璨明珠。

长三角城市群中的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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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人在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数字化纺纱车间内作业。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11月25日电 因水
而生、依水而兴的上海，黄浦江核
心段45公里岸线、苏州河中心城区
42公里岸线已陆续贯通。如今，滨
水公共空间的建设有了地方立法，
充分体现“人民性”：规定上海市和
沿岸区人民政府在滨水公共空间规
划、建设、开放和管理工作中，应
当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把

更多的公共空间留给人民的开放共
享理念，向社会公众提供高品质的
滨水公共空间。

这部地方立法是25日上海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表

决通过的《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
水公共空间条例》，将于2022年1月
1日起施行。

条例共六章五十九条，规定
建立健全滨水公共空间规划、建

设、开放和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
依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同时，注重平衡
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坚持滨
水公共空间全时段开放总体要求
的同时，明确因沿岸企事业单位
和住宅小区生产生活、教学科研
等需要，可以在特定时间段封闭
相应区段。

上海为“一江一河”滨水空间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