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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淮安市九届二次常委会议专题协商发言摘登

淮安需以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建设
为重点，主动融入上海创新创业体系，
全力承接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努力
打造上海（淮安）科技创新创业承载
区。

做好对接总体设计，构建承载框
架体系。结合全市创新驱动总体规
划，全力承接上海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建立专项对接领导层、执行层，对
接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等。构建对
接框架体系，进行全面统筹、错位互补
的有序对接。

围绕“333”主导产业，对接承载创
新资源。以淮安“333”主导产业为重

点方向，以现有创新创业载体为主阵
地，以产业骨干企业为支点，加强与上
海定位清晰的产业园区等对接，加强
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等科技创新载
体的合作，对接承载创新资源。

建立紧密合作纽带，促进沪淮科
创服务互动融通。市级统筹、多层推
进，与上海党政部门、科技服务机构等
深度对接。制定政策、鼓励引导，设立
基地建设专项基金等。活动为媒、紧
密联系，谋划产业、人才项目对接活动
等。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加强与上海
辐射力较强的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

努力打造上海（淮安）科技创新创业承载区
市政协常委 解满启

编前语 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聚焦打造“绿色高地、枢纽新
城”，全面建设长三角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为实现
这一奋斗目标，主动接轨上海，经市委同意，市政协将“主动接轨
大上海 加快建设新淮安”列入年度常委会专题协商计划。7月
28日，市政协召开九届二次常委会议，开展专题协商。现将解满
启等7名市政协常委和委员的大会发言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推进我市农业接轨上海，让更多
优质农产品进入上海市场，是加快农
业强市建设、实现增收富民的重要举
措。为此，建议：

策应上海，完善组织架构。建立
商务、市场监管、农业农村、供销社等
多部门单位联动工作机制，列出可供
应农产品清单，强化与上海相关部门
以及重要农产品流通组织和企业高层
对接交流，共商共议深度合作的方式
方法。

对标上海，建设外延基地。建议
由市商务局牵头争取设立上海外延基
地，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做好基地选址

工作，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以高品质
产品扩大上海外延基地认定规模。

抢滩上海，构建销售体系。挖掘
广告宣传阵地，广泛宣传我市农产品
的品牌特色和质量优势。拓展实体销
售阵地，加大与上海有关单位合作共
建基地或按需供应农产品力度，培养
淮安在沪农产品销售队伍。延伸线上
销售阵地，着力培养一批“盒马村”“淘
宝村”“拼多多村”。

对接上海，强化激励保障。加大
财政支持力度，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外
延基地建设、预制菜产业发展和上海
市场开拓。

加快我市农业接轨上海步伐
市政协委员 徐礼球

建议加快“主动接轨大上海 加
快建设新淮安”的进程，尽早全面实现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提速优化我市
政务服务营商环境。

升华理念，以高端规划引领政务
发展。对标上海、结合市情，按照数字
政府建设要求，制定与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趋势相适应的近中期政务服务发
展规划，着力打造政务服务营商环境
新高地。

转变思路，以场景应用牵引数据
治理。改变当前政府供给式的数据治
理模式，需供紧密衔接，以多场景小规

模的数据套餐推动线上政务服务的爆
发式增长，加速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
利度。

提升层次，以高位推动落实关键
措施。紧盯政务服务便利度和满意度
两项营商环境指标，聚力推进政务服
务条块统合等关键举措的落实，加快
政务服务全面“一网通办”进程。

闭环管理，以社会评价检验改革
成效。建立和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加
速推进泛在可及、智慧便利、公平普
惠的数字政务建设。

学习上海改革经验 加速实现“一网通办”
市政协委员 陈照新

加大干部选派力度。在挂职干部
选派上，注重从经济部门、开发园区以
及县区选派年富力强、有相关工作经
验的年轻干部，形成每年轮换挂职的
长效工作机制。在挂职干部管理上，
强化目标引领、跟踪考核了解，推动挂
职干部真挂实挂、挂出成效。

提升工作推进精度。市县联动、
部门联手，摸排我市高层次人才、技术
研发等需求，以及各县区和开发园区
发展规划、产业配套、土地供给、优惠
政策等信息，编制精准对接大上海高
端资源目录，让挂职干部主攻有方向、

突破有重点，不断提升接轨的精准度。
拓展全面接轨宽度。推动干部挂

职领域向经济部门、行政审批部门、开
发园区等延伸，跟踪了解挂职干部眼
中的“上海新鲜事”；加大“走出去学”

“请进来讲”力度，着力弥补我市干部
在国际贸易等方面的思维“缺陷”、视
野“盲区”、能力“短板”。策应打造全
国党性教育高地，探索与上海干部培
训机构合作办班机制，争取更多的学
员走进淮安，依托巨大的信息流和交
汇流，放大溢出效应。

更好推动人力资源接轨上海
市政协常委 吴小松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进一步优
化机制、增强动力，借梯登高、加快发
展，深化沪淮医疗合作。

一是抢抓后疫情时代发展机
遇。上海疫情防控期间，我市全力
提供抗疫支援，沪淮两地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要进一步推进与上海
医疗机构的双向转诊、远程医疗协
作，持续加强专科协作、人才培养、
科研合作，保持与上海医疗机构的
合作升温。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与投入力度。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高精尖人

才招引、高端项目立项、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等，提供专项资金或以奖代补的
政策支持，扩大区域影响力。

三是创新沪淮合作模式。各医疗
机构要深化沪淮医疗合作，发挥淮安
医疗资源优势，创新柔性引进人才策
略。找准医院发展定位，以创建省级
临床重点专科、重点学科、重点实验
室、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为契
机，聚焦培育高水平专科，采取深度、
精准、创新的合作方式填补医院发展
空白，突破沪淮合作瓶颈。

积极接轨上海 深化沪淮医疗合作
市政协常委 俞伟男

淮安应统筹区域发展、优化区域
产业结构，积极主动承接上海及长三
角区域产业转移，通过学习上海、对接
上海，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
升城市能级。

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为承接
产业转移留足发展空间。积极向上争
取用地发展指标，为全市发展留足空
间。主动开展上海溢出产业承载基地
具体空间研究，在有关区域划定产业
预留空间。

加快空铁枢纽建设，积极融入大
长三角交通网。加快建设服务长三角

的航空货运枢纽，加快建设“轨道上的
淮安”，推动形成1小时到南京、2小时
到上海的交通圈。

加强区域产业链条融合，探索创
新创业双向流动机制。加强产业分工
协作，主动承接长三角中心城市辐射
带动，链接上海高能级产业链，加快融
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格局。

利用上海人才优势，提高“产、人、
城”服务水平。加强沪淮名校名所协
作，形成人才合作交流机制，完善总部
经济、创新研发、商务商贸等产业服务
设施配置。

主动承接上海产业转移
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市政协常委 王 剑

加大对接上海和联动发展力度。
要主动接轨上海，发挥淮安内河航运
在运河和淮河中集疏运的作用，推进
内河集装箱运输发展，加密与上海港
口的集装箱航线、航班，加快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要加强与上海港的战
略合作，加强与上海的联动协调发
展。要拓展港口服务内容，积极引入
港口物流发展理念，通过在港口开展
多元化的服务吸引货源，增强竞争力。

推动港口资源整合和模式创新。
以深化改革为突破口，以加快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为契机，发展混合所
有制，并不断加大民营资本对港口设
施的投入力度，建议加快组建淮安港
口发展集团，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

用，提高港口发展的社会化、专业化、
集约化水平。

强化港口发展的组织和支持。加
强港口发展组织领导，加快制定和完
善港口发展政策，加快完善港口发展
管理体系。

打造集约高效的港口产业体系。
要加快合理布局的港口节点建设，进
一步优化港口布局，推进港口现代化、
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要加快
重点港区建设，加快重点项目黄码港
港区建设，加快推进新港三期规划建
设。要加快建设横贯东西、连接南北、
通江达海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充分
发挥港口的功能和作用。

主动接轨上海 推动淮安港口融合发展
市政协常委 庞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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