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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宿作轩

市发展改革委深入推进“服务业发展攻坚突破
年”行动，市科技局以“闯、创、干”切实推动科技创新
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市场监管局聚力提升助企为民水
平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市数据局12345热线传声
先锋服务队有效畅通渠道解决群众诉求，市商务局以
作风提优“正面清单”30条深化“五比五提升”行动，市
外办深入实施“讲政治、精业务、强作风”专项行动，以
优良作风全力服务高水平开放发展……

作风建设，转变的是干部思想行动，受益的是广
大人民群众，夯实的是党的执政根基。今年8月以来，
市级机关单位深入开展以“比担当看干事创业精气
神、比能力看解决问题实效性、比服务看企业群众获
得感、比实绩看促进发展贡献度”为主要内容的“四比
四看”活动，以看得见的对标找差、叫得响的成绩比
拼、过得硬的主动作为，掀起干事创业热潮。

驰而不息强作风 服务产业勇担当
近日，市发展改革委相关数据显示，三季度，全市

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493.03亿元，同比增长6.2%；规模
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7.2%，增速
全省排名第一。

一系列来之不易的成绩背后，是党员干部火一样
的奋斗热情、铁一样的责任担当。市发展改革委将作
风建设与业务工作相结合，以深化作风建设为抓手，
推动干部职工转作风、优环境、促发展，推动作风明显
好转、办事效率明显提高。

今年年初，市委、市政府旗帜鲜明地提出，发力攻
坚现代服务业，坚持把服务业放到与工业经济同等
重要位置，开展“服务业发展攻坚突破年”活动。按
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硬作风扛起硬任务，倾
心做好服务业企业培育，扎实推动服务业项目建设
落地见效。数据显示，1—10 月，39 个市级现代服务
业项目完成投资167.3亿元；全市新增准规上服务业
企业1054家；全市新入库规上服务业企业124家，同
比增长1.95倍。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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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是旗帜，是力量，是
形象。今年8月以来，市级机
关单位深入开展以“比担当看
干事创业精气神、比能力看解

决问题实效性、比服务看企业群众获得感、比实绩看
促进发展贡献度”为主要内容的“四比四看”活动。即
日起，市委市级机关工委推出“市级机关‘四比四看’
活动”系列报道，通过找差距、赛成绩、比作为，掀起比
学赶超、竞相发展的热潮，激励市级机关单位扛起责
任、奋勇争先，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宿迁新实践
作出更大贡献。

■ 本报记者 李文静

一张膜，能值多少钱？可别小
瞧它！在宿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
组件上的绝缘膜、手机上降低反射
率且提高透光率的AR显示膜……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薄膜，已悄然孕
育出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

今年1月至8月，宿迁膜材料规
模以上企业新增1家，总数达63家；
累计实现产值 169.75 亿元，增速达
19.21%。

宿迁膜材料产业起步于 1997
年。多年来，宿迁以打造“全国知名

膜材料产业基地”为目标，坚持一手
抓存量优化、一手抓增量突破，积极
拓展新领域，以功能性、高端化膜材料
为发展重点，加快强链补链延链步伐，
全力推动膜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2013 年，薄膜材料基地被认定
为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这是全
市首个获此殊荣的产业基地，也是
对宿迁膜材料产业实力和创新能力
的肯定。

为进一步推动膜材料产业高质
量发展，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地标性产业，去年9月底，我市出
台了《宿迁市膜材料产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明确将光学膜、新型包装膜、新能源
膜、电子膜、水处理膜这五个产业作
为主要发展方向，以功能性、高端化
膜材料为发展重点，将宿迁建设成
为全产业链、国内规模最大、技术领
先的膜材料产业高地。

在我市膜材料产业发展过程
中，本土龙头企业江苏双星彩塑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该公司生产的聚酯功能膜
材料、光学材料、新能源材料、信息
材料等新型材料，在
光学显示、智能手
机、动力电池、半导
体、光伏新能源等多
个行业均有广泛应
用，是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全市膜材料产业链
链主企业以及长三角百万吨膜材料
产业基地。

一个“龙头”带动一条产业链，
如今，我市已发展形成一条涵盖从
母料加工、基材生产到功能膜研发、
高新产品应用等较为完整的膜材料
产业链条。宿迁光学基材、光学膜
片、高端离保基材等光学材料系列
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25%，热收
缩电池标签、热收缩薄膜等拳头产
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超50%。

2013年，薄膜材料基地被认定成为宿迁首个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多年来，宿迁加快强链
补链延链步伐，全力推动膜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全国知名膜材料产业基地”

■ 王占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缩小城乡差距。这充分体现了党
中央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
重视。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将把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
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认真落实省委
十四届七次全会工作部署，对标对表
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工作要求，深入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有效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谱写新时代“鱼米之乡”新篇章。

在发展高质高效现代农业上挑
重担。以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为

方向，加快主导产业做大做强，实现
保供给、提能级、增效益同步推进，
力争到“十四五”末，全市农业主导
产业群链综合产值达1200亿元。坚
持规模化发展。实施粮食单产提升
行动，统筹推进良种、良法、良田、良
机集成推广运用，加快建成一批“吨
粮田”“吨半田”。把高标准农田建
设和“小田变大田”改革试点相结
合，有序推进农田集中连片整理，提
升规模经营基础。坚持群链化发
展。更大力度推进现代农业产业

“三群四链”建设，规范推进农业招

商引资，重点突破速冻米面食、宠物
食品、休闲食品、猪肉食品、果蔬饮
料制品等项目，提高农产品精深加
工水平，带动农业增值增效。坚持
园区化发展。实施现代农业园区提
档升级行动，按照“一个现代农业园
区配套一个农产品加工集中区”的
思路，在主导产业优势区内逐步实
现省以上园区全覆盖，加快国、省级
农业园区加工集中区建设，努力构
建产加销相衔接的发展格局，提升
带动周边片区产业发展的支撑能
力。坚持品牌化发展。（下转2版）

深学活用勇担当 凝心聚力强“三农”

连日来，苏宿工业园区
“苏宿园区·苏大天宫科创中
心”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苏宿园区·苏大天宫科
创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15
万平方米，重点布局招引双
碳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
等创新产业。

陈红 摄

■ 本报记者 张云

硕果累累的11月，宿迁重大项
目建设迎来了大丰收——

泗阳县两个重大产业项目开
工，其中，金路达科技项目计划总
投资 70 亿元，全面投产后，年可生
产 5 万台（套）神极电机；江苏广利
智能装备制造项目计划总投资 55
亿元，一期建设厂房 32 万平方米，
主营业务为对各类金属预制件等
进行深加工。

中农金樽酒业项目在市洋河
新区开工，该项目占地面积137亩，
将建成集酒文化展示、名酒电商营

销和白酒酿造等于一体的现代化
酒企。

宿迁鑫储科技有限公司20万千
瓦/40万千瓦时储能电站项目开工，
该项目占地40亩，将助力苏宿工业
园区构建“多能互补”电源结构。

……
在区域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

为何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宿迁、落
子宿迁？作为长三角地区发展速度
最快、综合实力提升最明显的地级
市之一，宿迁去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4398.07亿元，全国排名攀升至第
68位，众多来宿迁投资的企业也在
宿迁经济发展过程中收获颇丰，诠

释了企业与城市的同频共振和相互
促进。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
有10多万浙商、粤商、台商，以及欧
美日韩等境外投资者在宿迁创业兴
业，他们选择宿迁、落子宿迁，就是
看好宿迁发展前景的一个缩影。《宿
迁市民营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3
年，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工业开票销
售收入4980.51亿元，占全市工业开
票销售收入90.2%。

发展前景好，拥有更多机遇，这
是众多企业选择宿迁的首要条件。
宿迁地处经济活力旺盛的长三角城
市群，背靠总面积17.8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1.7亿、年居民消费总量近3
万亿元的淮海经济区，蕴含着巨大
商机。特别是近年来宿迁新型工业
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推
进，各个领域投资需求旺盛。

当前，宿迁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阶段，“一带一路”建设、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大运河文化建设带等
国家战略叠加交汇，宿迁高铁、高速、
水运等通达四方，京杭大运河南下直
达上海港和长江诸港，宿连航道东向
直达“一带一路”出海基地连云港。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宿迁抢先布
局数字经济新赛道，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产值突破千亿元，这为企业在宿迁
投资发展增添了新优势。

为了给项目落户提供优质配
套，宿迁不断完善产业门类，建强载
体平台。目前，宿迁构建了以新能
源、高端纺织、绿色食品、机电装备、
绿色家居、新材料6大产业为主导，
以“大数据+”、储能等 15 条产业链
为支撑的“615”产业体系，形成了

“中国酒都”“中国膜城”“华东光谷”
等特色产业品牌。（下转2版）

近期全市各地多个重大项目接连开工

为何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宿迁

■ 本报记者 裴凌曼 陈少帅

泗洪是江苏主要产粮大县之
一，是江苏北部优质稻米主产区，今
年全县完成粮食播种面积284.48万
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98.4万亩，平
均亩产达633公斤。

粮食丰收，颗粒归仓。从田间
如何连通车间？记者首先来到泗洪
县界集镇寻找答案。

界集镇瓦庙村种植户解德宏
今年 63 岁，他承包土地种植水稻
已经有 13 年了。今年他种植了
225亩水稻。

“以前风里来雨里去，收获的
时候怕下雨，忙的时候怕人手不
够；现在好了，从种植到收获，全程
机械化作业提高了生产效率，把人
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解
德宏说。

在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东辛分公司界集生产区，稻

谷堆积如山，几台稻谷烘干机正满
负荷运转。

“这些烘干机能够精准控制温
度和湿度，确保稻谷在烘干过程中
不受损失，有效保障粮食安全。”该
生产区主任陈玉虎说。

“结合镇域农业产业结构特
色，不断优化稻米品种布局，目前
全镇拥有合作社 130 余家、家庭农
场 200 余家。”泗洪县界集镇农村
工作办公室主任张浩德告诉记者，
界集镇早已实现了水稻从种植、生
产、收购到加工的全产业链经营模
式，很多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
增收致富。

（下转4版）

“颗粒归仓好‘丰’景”系列报道

解码“味稻小镇”
乡村振兴富民产业链

——共建“一带一路”绘就国际合作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