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期间，江苏综合实力进一步增
强，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迈上 3 个万亿元台
阶，去年突破 7 万亿元，人均 GDP 达到 8.8
万元。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江苏在“十三
五”开局之年有怎样的新布局？发力点在哪
里？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
大代表、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

“这几年在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面前，江
苏经济之所以能够运行得比较稳健，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创新抓得早、抓得实。”罗志军代

表告诉记者，进入新世纪，江苏充分发挥科
教人才优势，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特别
是“十二五”以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
略，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工程，收到明显成
效。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7 年位居全国前列，
去 年 全 社 会 研 发 投 入 占 GDP 比 重 达
2.55%，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0%。5 年来，全
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5%以上，去
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 40%。新兴产
业加速发展，去年实现销售收入突破 4.5 万
亿元。

“一切创新最终落脚点在企业，企业才
是市场最具活力的创新要素。”罗志军代表
说，活力在基层、在企业、在微观主体，必须
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十二五”期间，江苏通过实施科技企业
培育“百千万”工程、“万企升级”行动，努力将
创新资源引入企业。2015年，全省大中型工
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超过 88%；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 10000 家，是“十一五”期末的 3
倍。比如昆山好孩子集团是江苏本土民营企
业，始终把自主创新摆在核心位置，构建了全
球八大研发中心，成为全球儿童耐用品行业
规模最大、品牌影响力最强、最具创新活力的
领军企业。目前，“好孩子”专利累计达7000
余项，超过前10位竞争对手的总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发
展的第一资源。罗志军代表说，近年来江苏
实施一系列人才工程，加快培养和引进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高水平管理人才、高技能
实用人才。鼓励人才互动交流，共选派 700
多位优秀科技型企业负责人到高校担任“产
业教授”，组织 600 多位行业专家担任企业

“科技副总”。
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2013 年，江苏

成立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科技体制改
革的“试验田”，研究院不设行政级别，坚持
市场导向机制，推行项目经理制，把服务中
小企业和突破产业共性技术问题作为主要
任务。集聚各类研发人员 5200 多人，实现
技术成果转移转化近千项，先后攻克制浆造
纸废水近零排放成套技术与装备、全球首款
石墨烯手机触摸屏和生物基材料万吨级产
业化技术等一批重大关键产业技术。除了
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外，产业研究院的成
立，把企业、科研单位、科技人才更加紧密地
连接在一起，实现了创新驱动战略各要素的
无缝对接，最大限度释放了创新活力。

2016 年初，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
议通过了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
五”规划纲要，确立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标。
罗志军代表强调，建设“一中心、一基

地”，主要是立足于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
紧密结合，发挥江苏雄厚的制造业优势，呼
应“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战略。同
时，在实践中突出三个主要抓手：一是企业
研发机构建设。在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
构全覆盖的基础上，适时优化政策导向，调
整工作重点，着力推动企业研发机构从量的
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通过新产品新技术研
发、科技成果转化加快转型升级，进一步增
强发展动能。二是实施企业制造装备升级
计划。围绕数字化、智能化的目标，加快企
业装备数字化普及应用推广，推进企业装备
智能改造，扩大关键岗位机器人应用，培育
发展一批智能车间、智能工厂。三是实施企
业互联网化提升计划。推动企业大力开展
基于互联网的各类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
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实现从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等全流程的互联网化转型。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罗志军代表说，“十三五”期间，江苏将
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
育新优势，厚植新动力，促进经济在转型升
级中平稳健康发展。

打 造 创 新 驱 动 升 级 版
——访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

本报记者 薛海燕

罗志军

2015 年 4 月 21 日，
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式挂牌。近一年来，福
州片区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改
革 活 力 在 自 贸 区 加 速
释放。

“加快体制机制创
新，打造先行先试示范
区是自贸区建设的活力
源泉。只有大胆闯、大
胆试、自主改，才能激发
改革探索的活力，点燃
企业的创新激情，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全国人
大代表、福建福州市市
长杨益民说，福州片区
设立以来，拟定了 3 年
113 项试验任务。第一
年推进的 86 项试验任务目前已实施 75 项，
已推出的 6 批 54 项体制创新举措，属于全国
首创的有 14 项。这些打着“福州烙印”的创
新成果，已成为自贸区福州片区改革开放的
活力源泉。

自贸区创新意味着什么？给企业带来了
什么？杨益民代表认为，创新带来了投资日
益便利；创新减少了贸易成本；创新推动了营
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创新带来金融市场的
活跃，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福州片区入驻的金
融企业增至 343 家，资本跨境流动激增，去年
福 州 片 区 跨 境 人 民 币 结 算 量 较 上 年 增 长
141.5%；创新推动了两岸交流合作渐入纵
深，对台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使对台医疗、
旅游、人才中介、律师服务、教育培训等取得
了突破。

杨益民代表表示，随着福州新区获得国
家批准，自贸区和新区的叠加效应正在加速
显现并将形成双轮并进、相得益彰的发展新
局面。

福州市市长杨益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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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创新释放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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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自 由福 建 自 由
贸易试验区福州贸易试验区福州
片片区 加 快 体 制区 加 快 体 制
机制创新机制创新，，激发激发
企业创新热情企业创新热情，，
力促产业转型力促产业转型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阜阳市委书记于勇
说，作为粮食主产区，阜阳市深入贯彻落实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毫不动摇地坚守土地红
线。阜阳提出，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增加总
产，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瞄准市场、调整
结构、提高效益，为农民增收致富找出路。

阜阳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持续增
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和高效利用农业资
源的重要手段，以“米袋子”“菜篮子”“餐桌
子”“花园子”为基本定位，以农业产业特色
化为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适应性
农业、都市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设施

农业。
2015 年，阜阳市经济作物面积 450.6

万亩，占总种植面积的 23.2%，建成阜南会
龙辣椒、临泉范兴集蔬菜、太和李兴桔梗等
特色高效农业区 30 多个；规模养殖比重达
76%，规模养殖场 3万多家，有 2家国家级、9

家省级畜牧业龙头企业；水产品产量 10.5
万吨，增长 4.9%。

为了让农业回归“绿”色，阜阳坚持以施
肥新技术、秸秆还田、优化施肥结构为抓手，
深入推进化肥“零增长”行动，2015 年推广
普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1508 万亩，秸秆粉
碎还田 991 万亩、还田率 71.3%。目前，全
市 166 个农业乡镇均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站，建成农残检测室 114 个、占农业乡
镇的 68%；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总数 203
个，形成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四位一体”的认证
格局。

安徽阜阳市委书记于勇代表——

牢固树立经营农业理念
本报记者 文 晶

阜阳着眼转变农业阜阳着眼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发展方式，，牢固树立经营牢固树立经营
农业理念农业理念，，走出一条现代走出一条现代
农业发展之路农业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