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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市规模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4.0%，高于全省

10.3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22.8%，高于规上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8.8个百分点。通过数据可以看出，

上半年我市经济增长稳健、后劲十足。

上半年，全市项目招引“4833”和

项目建设“1533”工程扎实推进，新签

约亿元以上工业项目504个、同比增长

41.2％，在建百亿级工业项目14个、其

中首期竣工投产10个，省市重大项目

投资全部超序时，中天钢铁集团（淮

安）新材料有限公司超高强精品钢帘

线、巨石集团淮安有限公司年产80万

吨高性能特种纤维新材料等百亿级工

业项目完成投资90.25亿元，拉动全市

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

是，从项目资金来源看，民间投资同比

增长17.8%，占规上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达83.2%。一系列数据显示，我市工业

投资“筋骨强健”、民间投资动能提升。

淮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

院教授徐海英认为，投资是拉动经济

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从上半年投

资数据看，我市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

绩单”。一方面，以大项目带动投资大

提升取得明显成效。“十四五”以来，市

委市政府坚持“项目为王、环境是金”

工作导向，产业项目突破成势，从根本

上扭转了过去项目“缺大少新”的局

面，形成项目大突破带动投资大提升、

发展大提速的良好局面。从指标上

看，工业投资占比高达22.8%，其中高

技术产业投资拉动作用突出，这不仅

反映了制造业强劲的发展势头，也预

示着未来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另一

方面，我市多措并举提振民间投资信

心。各县区出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务实举措，从根本上解决民间

投资“不敢投、不愿投、不能投、不便

投”问题。

“工业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中占主要地位，直接关系经济增长

的质量和效益。”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

资处负责人梁港飞表示，上半年，我市

建立项目招引、建设、转化闭环机制，

深化“五新”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以

项目快建设带动投资快增长。我市将

进一步强化“五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

快达效，加快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

增长点。同时，抢抓国家支持“两重”

建设政策“窗口期”和“十五五”重大项

目谋划期，把“实干实效、改革创新”贯

穿各项工作，全力推动高质量跨越发

展。 ■融媒体记者 王舒 陈帅
通讯员 徐柱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领跑
——2024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透析之二

增长14.0%
本报讯 日前召开的市

委八届八次全会上，《中共淮

安市委、淮安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建设长三角北部重要

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若干政

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

正式印发。

《若干政策》主要包括7

个部分共18条，分别是强化

科技创新主体引育，包括鼓

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

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大

科技招商力度3条内容；强化

高能级平台搭建，包括打造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创建高

水平研发机构、建设全链条

创新载体3条内容；强化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包括优化科

技计划项目体系、提升基础

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

加强产业核心技术攻关3条

内容；强化创新全链条畅通，

包括加快产学研合作体系建

设、加速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完善知识产权激励机制3条

内容；强化高层次人才集聚，

包括靶向招引顶尖人才、聚

力引进领军人才、拓宽人才

引进渠道3条内容；强化全周

期服务保障，包括构建科技

投融资体系、拓展科技金融

贷保业务2条内容；强化全社

会氛围营造，包括加大科技

创新奖励力度1条内容。

《若干政策》是我市为确

保省、市出台的《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

心行动方案》《建设长三角北

部重要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行

动方案》有效落实而出台的

最新科技创新政策，“鼓励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部分，单个

企业最高奖补金额提高至

160万元，增量补贴金额大幅

提高；“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部分，将高企首次认定的

奖励标准从 40万元提高到

50万元；“打造重大科技创新

平台”部分，将获得国家级、

省级重点实验室的奖补金额

分别提高到500万元、200万

元，增加了对全球研发中心、

区域研发总部分别给予1000

万元、300万元奖补等内容；

“强化高层次人才集聚”部

分，符合条件的科技领军人

才分级分档给予 500万元、

200万元、100万元的科研经

费；新增“加大科技创新奖励

力度”内容，进一步调动科研

人员参与高水平科学研究的

积极性。

■融媒体记者 左文东
通讯员 俞剑清

我市出台
科技新政“十八条”

从奋战在抗洪救灾一线的“女汉

子”，到平安法治建设的“急先锋”，再到

退休后持续发光发热的“多面手”，第七

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朱锦用

满腔热忱书写敬业之歌，以实际行动诠

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深刻内涵，受

到了组织的高度肯定、群众的一致赞扬。

奋战一线的“女汉子”
1991年7月，我市遭遇特大洪水，

朱锦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精

神，奋战在抗洪救灾一线。彼时，朱锦刚

就任原淮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面对

突如其来的汛情，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

时间响应号召，奔赴抗洪抢险前线。在

肆虐的洪水面前，她化身“女汉子”，查看

险情、堵洞固堤，夜以继日地调运草包，

解除了小子堰险情。接到上级“丢子堰、

保大堤”的指令，她果断指挥现场群众撤

离，看到最后一名群众安全到达对岸后，

她才在两名联防队员的帮助下，蹒跚地

穿过汹涌的洪水。半个多月里，她以河

堤为家，每天仅吃一顿饭。因工作强度

大，她走坏3双解放鞋，喉咙也发炎化脓

了，被大家称为“河堤上的铁部长”。

“组织交办的事情，我必定全力以

赴，确保落实到位。”朱锦说，这是自己坚

守的原则。她担任原淮阴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期间，全县26个派出所，每

年都跑6次以上；每年大年初一，她都深

入一线与基层民警一起过年。在她的努

力下，全县社会治安环境有了极大改善。

平安法治的“急先锋”
2000年至2013年期间，朱锦主持

市委政法委日常工作。她将深入基层、

服务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2005年5月，朱

锦参加全省综治办主任会议时，不慎摔

跤导致尾骨骨裂并发生错位。面对病

痛，她没有休息，边治疗边工作，因为骨

头错位不能坐，她就站着汇报工作。

朱锦勤于学习、勇于创新。在她的

推动下，“金盾护航工程”“十大维权中

心”“网格化社会管理”“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等一系列具有淮安特色的工作品

牌应运而生，并在全省率先实现突破，为

淮安政法工作注入活力。

在朱锦的推动下，淮安连续9年被

省综治委表彰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市，公众安全感始终位居全省前列，

2006年至2013年，淮安连续8年被省

委省政府表彰为平安建设和综治工作先

进集体，市和8个县（区）先后4次被命

名为全省社会治安安全市（县、区）。

奉献不止的“多面手”
退休后的朱锦，在多个领域发光发

热，成为一位令人钦佩的“多面手”。

她参与编写了《周恩来法治思想研

究》与《周恩来社会治理思想研究》两部

专著，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

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退休后，朱锦多次受市委党建办邀

请，担任党建指导员，充分发挥督导作

用，深受基层党员干部好评。2016年、

2017年，朱锦先后被任命为市委第一、

第二巡察组组长。面对全新的工作领

域，她积极学习、勇于实践，创新建立

“6+1”工作制度和“八看巡察”模式，精

心设计了17份巡察表单，极大地提升了

巡察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效率。

2018年9月，她再次被组织委以重任，

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巡查督查工

作。她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成功

构建了巡查督查工作闭环管理体系。在

她的带领下，各级督查力量紧密配合，为

我市创成全国文明城市贡献了力量。

■融媒体记者 徐薇
通讯员 张浩 盛杰

初心如磐 奉献不止
——记第七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朱锦

今年以来，市数据局持
续深化一个窗口“高效办成
一件事”“淮上关爱·创业一
件事”集成服务改革，新增养
老机构、口腔诊所、月子中心
等8个领域，落实改革行业
43个，通过改革举措累计办
理各行业项目共计 11372
件，形成“好办”“快办”“省心
办”高效服务模式，让企业、
群众办事更便利。

■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
通讯员 苏小峰

本报讯 今年以来，淮

阴区创新实施社区救助顾问

制度，组建了一支由镇街救

助骨干、村（居）委会干部和

救助专业社工组成的社区救

助顾问骨干团队，实现对困

难家庭的陪伴式、长效式、全

程式救助帮扶，打通救助帮

扶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

里”。

据悉，该制度以“政府+

专业机构+顾问”为服务主

体，以“整合+链接+陪伴”为

核心，在完善镇街民政服务

站的基础上，探索在村（居）

委会建立社区救助顾问服务

点，组建由网格员、社工、志

愿者等组成的社区救助顾问

队伍，为救助对象提供服

务。目前，淮阴区 259个村

（居）委会配备了273名专职

代办员和413名社区救助顾

问，形成覆盖全区的救助顾

问网络。

为完善全流程治理监

管，淮阴区制定社会救助顾

问工作指引，强化工作流程、

审批权限、材料清单、常见易

错问题等方面的业务规范。

为社区救助顾问配备“政策

包”和“资源包”，救助顾问可

根据救助对象实际所需，及

时匹配网络公益平台、爱心

企业等救助资源给予救助。

淮阴区民政部门对各镇街社

区救助顾问工作的实施过程

和执行效果进行年度综合测

评，纳入社会救助工作绩效

评价，确保困难群众救助工

作的合规性和各项救助资金

使用效益最大化，逐步构建

体制完善、机制健全、保障有

力的工作格局。

此外，该制度依托淮阴

民政智慧救助综合服务平台

主动发现模块，变“人找政

策”为“政策找人”，主动发

现、主动救助，对一些不知晓

申请流程、申请能力不足的

特殊困难群众，提供全程救

助代办服务，摸清困难家庭

的致贫致困主要根源，畅通

困难群众救助供需对接渠

道。建立资源对接机制，采

集困难群众有效需求，自主

调动救助资源转介推送至社

会组织接单，将救助服务由

访视、代办逐步拓展到就业、

教育、助医、助残、精神关爱

等领域。建立个案服务机

制，在社会救助资源清单基

础上，由社区救助顾问针对

服务对象家庭具体情况，开

展一对一的个案服务，引导、

扶持、激励有条件的救助对

象通过自身努力就业脱贫，

推进生存型救助向发展型救

助转变，做到“应保尽保，不

落一户”，兜住兜牢民生底

线。

■融媒体记者 左文东
通讯员 李长青

淮阴区创新实施
社区救助顾问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