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工业业实实力力不不断断提提升升 数数字字港港城城跃跃然然云云端端
———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工信篇

□ 周莹 连工信

75年来，连云港工业轻重轮转，创新迭出，转型升级，建
立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75年来，从“港城资源”到“港城制造”到“港城智造”，火
热的工业生产场面，钢花飞溅、机械手交错，散发着独特魅
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连云港工业实力不断提升，释放出规
模和创新双重增长潜能，舒展出一幅产业兴旺，万企奔腾的
宏图巨卷，成为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如今，连云港工业经济稳步提升，骨干企业蓝海争锋，
传统企业破茧成蝶，翻开了建设现代化新港城的崭新篇章。

赋能蓄势
从“单打独斗”到“聚指成拳”

产业集群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态，推动港城产业汇
聚、动能澎湃。

近年来，我市不断涵养工业发展生态，《全市工业企业降本
增效若干措施》出台，全方位减轻企业负担。《建立健全全市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体系工作方案》，促进各地基本实现市、县、乡
三级企业服务中心全覆盖。编印《产业服务体系涉企服务事项
清单》，梳理7大类60条具体服务事项，最大程度链接企业诉求；
确定第一批“免申即享”政策清单16条，用便捷高效服务提升企
业获得感。精心组织“中小企业服务月”活动，常态化开展中小
企业乡镇行、大中小融通、金融赋能银企对接等品牌活动，上半
年中小企业各项贷款余额增加398亿，同比增长21.7%。

突出重点抓实专精特新。在涵养生态同时，我市抓住工业
经济发展主要矛盾，从专精特新企业出发，加快培育港城工业
龙头的后备军。

———今年上半年完成1000家创新型中小企业、400家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150家小巨人企业的动态培育库调整；

———新增市级创新型中小企业351家、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34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家；

———东海县硅材料产业集群通过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认定。

今年，我市将继续依托“数字工信”系统平台，高效运转市、
县区、乡镇三级工业运行专班，及时分析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努
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并对列入市级工业新增长点176个项目、
小升规培育库600家企业实行“一对一”跟踪服务，让更多新增

长点及时释放。
回首爬坡过坎破浪前行的75载，在历任市委、市政府

坚强领导下，港城工业经济取得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的历史性发展成就。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工业经济要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我们还需着力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中
国式现代化新港城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让工业之
花在港城激情绽放。

创新数字赋能绿色转型
从“港城制造”到“港城智造”

走进位于海州区日出东方空气能热泵自动化生产车间， 机器
轰鸣，各种电器零部件在机械手协助下快速生产。

这家从太阳能热水器起家的新能源企业， 目前业务范围已经
覆盖太阳能光热、空气能热泵、储能电池、光储系统集成、厨电、净
水器等，并拥有太阳雨和四季沐歌多个品牌。

75年，从早年的资源工业、轻工业到现在临港工业、创新工业，
连云港工业生产一线正张弓满弦、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工业经
济蓬勃发展的活力。

宏图已经绘就关键是将梦想变为现实。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投资，建设新产品，引进新

设备、新技术，完成扩能增产，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我市完成工业投资798.6亿

元，同比增长22.8%；22个省重大工业项目完成投资141.28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0.6%；418个市重点工业项目完成
投资747.1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5.4%；盛虹新材料、嘉澳
生物航煤等一批产业链关键项目加快推进。

在规模和创新双增下， 港城主导产业保持较好发展态
势。

———上半年，石化行业在上游国际原油价格高企、下游化
工产品需求不足的困难情况下逐步实现恢复性增长， 产值超1000
亿元，增长10.1%；

———医药产业持续向好，今年以来新获批1类新药3个，累计达
到22个，占全省的41.5%、全国的11.9%，产值增长10.8%；

———新材料产业修订了短中期《发展规划》，化工新材料、高性
能纤维、硅材料等小幅增长，产值增长6%。

———装备行业动能强劲，海洋装备产业园开工建设，先导、东
磁等新增长点释放动能，产值增长20%。

———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悟空智算”项目一期、二期已上
线投用，整体算力规模达4096P，为目前省内规模最大、性能最
优的智算中心。

与此同时，我市深入推进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
提升了工业智慧化、数字化、网络化水平，提高了企业创新
能力。

今年以来，我市制定2024年度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
工作方案———

———以石化、新医药、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链为主线，培
育智能制造新模式新业态， 实施典型示范标杆项目100余
个；

———对装备行业20余家企业数智化开展专项诊断，提出
智慧运维、模块化生产等方面针对性建议40余条；

———成功推荐灌南县入选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省级
名单；

75年来，行进在时光之中，港城工业发展意气风发，一路长虹，
创新的云端港城工业俨然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制胜法宝。

串珠成链
一条产业链链动港城

这里是亚欧大陆桥经济带最东部；这里是中国医药经
济的潮流地；这里是中国碳纤维规模化生产的新基地……
今天，连云港正紧抓改革开放的新东风，以创新发展为原动
力，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着力书写新时代的“西游记”！

秋日夜晚，徐圩新区流光溢彩，盛虹炼化基地星光和灯
光交相辉映，点亮午夜的园区天空。

该项目总投资677亿元，创造了国内单流程规模最大的
炼化一体化项目这一新的纪录。项目投产后，有效地提高了
烯烃、芳烃等高附加值、紧缺型化工产品国产供给率，实现
80%以上的原料和产品在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内互供。

这是当下连云港工业经济重要的支撑项目。75年来，连
云港一个个顶天立地的大项目支撑了港城工业发展。

时间的指针拨回20世纪，那时的连云港工业基础薄弱，
但向前发展的脚步始终未停歇。

———民国时期，连云港就建设了市麻纺厂、变压器厂、
红旗化工厂等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新海连
特别行政区的建立，连云港本地的电厂、水厂、面粉厂、油
厂及磷矿、原盐等陆续恢复生产，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1952年，连云港工业企业个数超过50家，工业总
产值0.69亿元。

———1953年，连云港市从山东划归江苏，国家156个重
点工程之一的锦屏磷矿和新海电厂及淮北盐场扩建工程的
完成，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市工业企业积极适应市场变化，历
经企业改制、结构调整、转型发展等，工业内部结构日益完
善，多种经济体制竞相发展，工业发展活力十足、经济总量
不断扩大。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8.31亿元。正大天晴、恒
瑞医药、康缘药业等港城工业龙头企业完成建制，陆续进入
到正轨。

上世纪90年代，连云港工业开始逐步起步。到1998年，
二产和三产对GDP拉动作用已经到来80%， 连云港经济逐
步从农业向二产、三产支撑转型。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连云港工业经济进入到发展
快车道，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石化等十
条产业链逐步串点成链，带动港城工业经济快速发展。2023
年，连云港工业经济挺入5000亿元大关，为全市经济增长贡
献了巨大力量。

“中国医药创新看江苏、江苏医药创新看连云港”成为
全国医药行业共识，连云港培养出恒瑞医药、翰森制药、正
大天晴、康缘药业中国医药产业四朵金花，是全国最大的抗
肿瘤药、抗肝炎药生产基地。中复神鹰碳纤维项目荣获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并与连云港石化基地斯尔邦
形成了上下游联动的有效机制。

与此同时，连云港还是全国硅资源和硅工业生产重要
基地，中国光伏产业更是流传着“东海”指数是中国光伏的
成本指数重要参照系传说。

此外，核电、光伏、风能在港城逐步形成闭合产业链，长
三角重要能源基地城市定位不断被夯实，连云港绿电源源
不断输往华东电网，支撑长三角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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