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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昆山：现代化建设进行时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陈莹莹 通讯员 李金海

2012年10月1日起，昆山市成为江苏

三个“省直管县”试点城市之一，由江苏省政

府直管。

2012年1月至9月份统计数据显示，昆

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75元，农村

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2078元，分别增长15.3%

和15.5%，城乡收入比也缩小到1.74∶1。

2012 年昆山市实现 GDP1250 亿元，

同比增长 11%。其中服务业增加值 475

亿元，同比增 18.9%。光电(新显示)、装

备制造、新能源、小核酸等特色产业已成

为昆山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昆山现代

化建设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

据了解，昆山市城乡居民收入保持

两位数增长已持续八年。昆山“创意城

市”建设也已初见成效，2012 年，文化产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 5%。

“喂！我们这条路现在是越来越漂亮啦！”
“是啊，这个公园建得太及时，当初买房子的时候还什么都没有，孩子刚出生就建好了，现在每到周末，我都要带儿子逛一逛，玩一玩。”
“不错，我爸妈退休后来昆山，特别喜欢这片公园，早上买完菜，老两口要去溜上一圈，吃完晚饭，还要去跑一圈，都成习惯了。”
这是昆山市水秀路上两位居民的幸福对话。一位是住在水秀路北部国际艺术村的杨先生，一位是住在水秀路南面的罗先生，他们都是

昆山的“新移民”。这两位新昆山人参与见证昆山的改革，也分享了昆山的改革成果。
罗先生告诉记者，他刚入住时，水秀路还没改造，路很窄，一到上下班高峰时，道路就很拥挤。2011年，昆山市政府对水秀路和与之交

叉的花园路进行拓宽改造，拓宽快车道，增加了慢车道和人行道，绿化面积也增加了。
“道路一改造，水秀路档次一下子上去了。”罗先生说，改造后马路两边的各种超市、美容店、培训班、饮食店越开越多，居民生活方便多了。
水秀公园与水秀路是同期改造的。改造后的公园成了水秀路和花园路两侧数十个居民小区老百姓们的“最爱”，不仅是老年人颐养天

年的好去处和孩子们的天堂，就连年轻的一代，也喜欢在周末到公园的咖啡馆打打牌、聊聊天。
水秀路的变化只是昆山城市建设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

“中国和谐幸福城市”、“江南宜居城市”就像一枚美丽硬币的另一面，正如昆山市委书记管爱国在很多场合所表达的一样：“是不是现代
化，老百姓说了算”。

目前，昆山市已形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城市格局，率先建成城乡统筹协调，功能形象一流的江南魅力城市。通俗化的表达就是，城市更
像城市，乡村更像乡村，既有车水马龙，也有田园风光。

因为昆山市在城市建设发展的突出成绩，2010年10月，昆山市喜摘“联合国人居奖”桂冠，是中国惟一获奖城市。
文/薛海燕

水 秀 路 上 的 幸 福 对 话

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让昆山
市花桥镇与国际大都市上海连成一片。从“十
一五”开始，江苏花桥国际商务城就被列为现代
服务业重点规划项目，也是全省惟一以现代服
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省级开发区，自 2006年启动
开始，商务城就围绕“融入上海、面向世界、服务
江苏”的定位，按照“新城市、新产业、新人才”的
目标，全力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国际大都
市的卫星商务城建设。

“ 目 前 有 服 务 外 包 、总 部 经 济 、物 流 展
示、商贸服务四大产业集群。”花桥经济开发
区党政办公室主任黄定会说，历时六年，花
桥国际商务城已基本形成有自身特色的服
务业发展模式。其中，金融服务外包特色显
著 ，在 累 计 引 进 的 93 家 服 务 外 包 企 业 园 区
内，全国百强企业有 15 家，国内排名前十位
的文创新、上海微创、浙大网新、戴尔服务、
柯莱特科技等 5 家企业均已入驻。2009 年、
2010 年 商 务 城 连 续 两 年 被 评 为“ 中 国 最 佳
服务外包园区”。

昆 山 市 聚 集 了 大 量 的 来 大 陆 投 资 的 台
商。2010 年 10 月，花桥国际商务城内 4.4 万
平方米的海峡两岸（昆山）商贸区正式启动。
据海峡两岸（昆山）服务业发展局马立春主任
介绍，按照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需求，商贸区
将着力打造“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商品集散地”。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近年来，昆山市在确立从“昆山制造”向“昆
山创造”的科学发展道路之后，就不断谋求创新
升级，发展战略性高技术新兴产业。

“‘神七’宇航员的舱外航天服采用了我们
OLED平板显示技术。”昆山市维信诺公司的总裁
秘书陈晓芳向记者介绍说，OLED（有机发光显示
器）是目前国际高技术领域又一个竞争热点。

维信诺公司的前身是清华大学 OLED 项目
组。为促进从技术到产业的快速转化，2006年3
月，维信诺公司与昆山市合作，建立 OLED 大规
模生产线。维信诺应用系统事业部总经理高裕
弟告诉记者，维信诺与昆山市结缘，昆山市发达
的电子信息产业，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和产业集
群效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小核酸科技园是昆山市打造的又一个千亿
元产业项目。小核酸是一种基因治疗疾病的技
术，也是近年来生物医药产业的新兴技术，有着
巨大的经济市场和战略纵深。

昆山市小核酸产业起步之初，就立足于行
业的制高点——打造一个为国内所有小核酸生
产研制企业服务的公共平台。“政府所有投资都
不会针对某个企业，而是全部用于小核酸研究
平台的建设。”昆山市工业技术研究院程绍霖主
任说，截至目前昆山市已先后投入 3 亿元用于
建设公益性、非盈利的小核酸基地的应用研究
和孵化实体。

科技创新促产业升级

“现代化建设，人的现代化是关键”。昆山
市委书记管爱国表示，和谐是现代化社会工作
重点，民生幸福是现代化社会工作目标。

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城市的现代化，也是农
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多年来，昆山市一直积极
推进城乡统筹工作，率先在江苏省内实施城乡
养老和医疗保险并轨，率先统一城乡低保标准，
取消大病基金报销封顶，实现了城乡公共服务
全覆盖。

交通是昆山市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十一五”期间，昆山市“六纵六横两环五
高十互通”的框架格局基本形成，全面启动平面
交通向立体交通、立体交通向轨道交通的转变，
实现“村村通公路”的目标。2012 年 6 月，投资
120 亿元的昆山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史上单体
投 资 规 模 最 大 的 项 目—— 中 环 快 速 路 正 式
开建。

“一元制公交”是昆山市公共服务建设中的
突出亮点。2008 年初，全市 70 周岁以上老年
人免费乘车。2011 年起，昆山市开通了 38 条
学生专用公交路线。从 2012 年元旦始，九年制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乘车已实行全部免费。

“公共自行车”是昆山市街头又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昆山市本地市民只要手持一张社会保
障卡，就可以在超市、菜场、公园、图书馆以及重
要交通路段，随时“刷”一辆自行车代步。

作为农业大县，如何将农业资源优势培育为产业优势，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创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关键。近年来，河北省昌黎县立足农业资源优

势，大力培育优质农产品加工基地，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实施品牌带动战略，引

领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集群发展，大大提升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目前，全

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近 1500 家，年销售收入达 100 多亿元，产业化经营率达 62%，

进入产业化经营链条的农户达 13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 90%。2011 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127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8430 元，均位于河北省前

列。昌黎县被命名为河北省首批“农业产业化经营示范县”、“中国干红葡萄酒

之乡”和“全国食品工业强县”。

依托资源建基地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农产品加工集群的基

础。昌黎县坚持从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入手，为产业集群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经过多年的努力，相继建成了酿酒葡萄、海产品养殖、珍稀动物养殖等基

地。昌黎县是全国闻名的“花果之乡”，有着 400 多年的葡萄栽培历史，我们按

照“以项目建设为依托，基地和企业双向扩张，举全县之力建设干红酒城”的发

展思路，加快酿酒葡萄基地建设。到 2011 年，全县酿酒葡萄基地面积已发展到

5 万亩，产能达 19 万吨。此外，海产品养殖和畜禽养殖规模也一直保持全省县

级前列。

创新经营模式，是加快优势产业发展的动力之源。近年来，通过创建“公

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经济技术服务”和“支部+协会”等多种模式，创新

产业管理体制机制，并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葡萄酒业管理局、结合皮毛产业的需

求组建了皮毛产业协会和加工企业协会，以提升产业组织化水平。

优化发展环境，打造项目集聚平台，实施龙头带动，是产业发展的引擎。

昌黎县近年来加快园区建设，突出平台招商、产业招商、以商招商。目前，河北

省昌黎工业园区、秦西工业区、昌黎干红葡萄酒产业聚集区和空港产业园区布

局和基本架构已经成型，市场运作、整体开发的建设模式加速推进，昌黎园区

优势进一步放大。

昌黎县以农产品质量为核心，实施品牌战略，培育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

农产品知名品牌。 （作者为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政府县长）

平泉县郭杖子乡桲椤树社区是河北省目前最大的农
村社区，坐落在燕山脚下的一条山沟内，因山上长满桲椤
树而得名。

近年来，桲椤树社区的前身金杖子村，在村党支部书记
金旭东的带领下，由昔日贫瘠落后的山村变成如今美丽富
饶的新村。十五年前村欠外债 127 万元、人均收入不足
500 元，2011 年村集体收入 280 万元、人均收入 1.2 万元，
并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级生态文明村”。
2012 年 1 月成立桲椤树社区，按照“新理念进老区、新规划
进山区、新产业入园区、新管理到片区、新生活进社区”的

“五新”战略，托起山村的科学发展，演绎绿色美丽。
村民富了，村子强了，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

发展铁选产业中，金杖子村引入循环理念，集资组建了利用
废弃矿砂生产新型建筑材料的金盛科技公司，让堆积如山
的废矿砂变废为宝，年消耗尾矿砂 40 万立方米，年产灰砂
砖 1 亿块、生产加气块 20 万立方米，是目前中国北方最大
的生产灰砂砖、加气块全自动环保无污染绿色制造基地。

承德市委有关领导认为，“变废物为资源、变资源为财源，既
解决了尾矿砂堆积的沉重负担，又增加了经济效益，不仅为
该社区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更为承德矿业发展集
中地区闯出了一条变废为宝的绿色发展之路”。

为了发挥金杖子村的辐射带动作用，2012 年 1 月，平
泉县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以金杖子村为中心，整合周边几
个村子，成立了桲椤树社区。社区总面积达到 58 平方公
里，共 2730户，11326人。

站在新的起点，社区党委按照“社区集中、适宜居住、方
便就业、改善生活”的发展目标，通盘考虑交通、卫生、通信、
环保等公共设施和社会公益建设，将社区全部地域规划了

“三横六纵”的公路网，“三区三园”的城镇建设和产业布局。
三区，即设施农业产业区、商贸服务区、新民居聚集区；三园，
即文化中心公园、特色农业采摘园、桲椤树战役烈士陵园。

“围绕食用菌、果品农业特色产业，社区逐步扩大土地流
转面积，建设高效农业产业园区。”社区党委书记金旭东介绍
说。从 2013年开始，发挥社区果品及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协

调带动功能，每年流转土地1500亩以上，到2015年，在社区
内建起高标准的观光采摘园和高效设施农业产业园。食用
菌园区面积达到 5000亩，“三优”果品观光园面积 3000亩，
高效设施农业种植面积占到耕地总面积的80%以上。

在金杖子村 600 亩的青年创业基地，村民王松柏种植
地栽香菇 20 亩，每年收入都在 20 万元以上。像王松柏一
样，创业基地内 10 名青年农民都成了食用菌专业户，个个
买上了小轿车。2009 年，原金杖子村采取“反租倒包”的方
式加快土地流转，发展食用菌、花卉等富民产业。通过土地
流转，先后建起了占地双千亩的食用菌园区、双百亩的花卉
园区，鑫盛源工厂化杏孢菇生产基地在河北省规模最大，日
产杏孢菇 12 吨，解决了 300 名劳力就业，带动了加工制造、
商贸物流等下游产业的发展。

立足资源优势，村民入股合资兴办的平泉金茂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经过 6 年的发展，已成为拥有铁选产业、汽车
线束生产、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三个主导产业的集团公司，年
产值达 4 亿元，安排劳力就业 840 名，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

入 280 余万元。与承德鸿泰鑫科技公司合资兴办的承德鸿
泰鑫科技公司金杖子分公司，占地 20 亩，总投资 1400 万
元。该公司主要为北京现代集团带料加工汽车电子线束，
年可生产电子线束 36 万套，安排 300 余名妇女就业，人均
年增收 15000元。

目前，金杖子村 427 户村民在村办企业中享有股份，
40%的村民在企业上班，40%的村民从事特色产业，20%的
农户从事商贸流通。

走进社区的农民新居，一栋栋造型别致的二层别墅式
小楼里，不时飘出老人孩子的笑语。“我丈夫在金茂公司上
班，每月收入三千多，我家在村办企业还入了股，现在有房
有车，不愁吃喝，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我觉得生活更有奔头了。”在樊桂云家中，女主
人一边绣着金玉满堂的十字绣，一边高兴地说。

樊桂云的家是 2010 年桲椤树社区统一建设的别墅式
新民居，楼上楼下共 230 平方米。2009 年，社区党委本着

“节约用地，居住集中，旧房改外观，新建有特色”的原则，聘
请北京一家专业规划院所对社区新民居建设进行整体设
计，工程分四期实施，总占地 1360 亩。2010 年竣工的一期
工程让 93 户农民搬进了二层别墅小楼，二期工程 142 户农
民也即将喜迁新居。

农村变社区，农民搬进了楼房，居住区内配备中心广
场、商场超市、卫生医疗、餐饮娱乐等公共设施。居住区外，
重点实施了路网建设、河道综合整治、绿化美化、管网改造

“四大工程”。几年来，社区累计硬化主街道路 3500 米，入
户路面 8200 米，栽植风景树 4500 株；投资 260 万元建起垃
圾填埋场，打造方便舒适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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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
□ 苏景文

打造宜居文化名城

阳澄湖度假中心。阳澄湖度假中心。

背 景背 景

维信诺 OLED 大规模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