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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成绩单”，谋划“新蓝图”，部署“任
务书”，新吴区“两会”是在特殊节点召开的一
次重要会议。在会议上获悉，2021年新吴区
将更强使命提升发展能级，更高站位建设科
创高地，更强定力提质产业发展，更高水平深
化改革开放，更优品质推进产城融合，更严标
准建设生态文明，更深情怀改善民生福祉，更
大决心推动安全发展，在全面建设基本现代
化的新征程中迈好第一步、展现新气象。

在提升发展能力方面，今年聚力双招双
引，将加快海外驻点招商实施步伐，更大力度
激发招商活力、提升招商成效，确保新批超亿
元项目100个以上，其中超100亿元项目2个
以上，引育领军人才创新创业项目150个以
上。同时加快项目建设速度，推动闻泰智能
智造园、先导产业园等重大产业项目提速提
质提效，开工项目30个、竣工项目30个。“三
大经济”依旧是产业发展的主阵地，今年新吴
区将争创全国数字经济示范区，力争核心产
业营收2850亿元，增长10%以上，5G网络基
站突破1500个；持续推进“工厂总部化”，支
持企业设立研发、销售、采购、结算、物流等功
能性总部，引进培育综合型总部、生产研发型
总部、利润提升型总部100家以上；加快推动
空港经开区建成全方位、开放型、有机融合的
综合交通网络，打造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
为特征的商务中心，争创“国家级临空经济示
范区”。

如何打造长三角最具活力的科创高地？
新吴区的发展路径非常明确，一方面快速做
优科创新城，以太湖湾科创城为引领，带动形
成“一城、一带、五组团、多点”的全域创新格
局。另一方面引进壮大创新主体，全年引进
各类科技企业2000家以上，新增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300家以上，新增雏鹰企业、瞪羚企
业、准独角兽培育入库企业300家，有研发活

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提升至75%，全社会
研发投入占比提升至4.25%，年内有效发明专
利突破9000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55件，引进各类人才1万人以上，其中高层
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分别不低于570人、2300
人。

聚焦“6+2+X”现代产业集群，新吴区绘
出了规划“双图”——产业链条发展规划图、
产业布局规划图，今年将加快开展产业强链
补链延链行动，推动物联网、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智能装备、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等地标
性先进产业分别增长10%、10%、15%、9%、
8%、8%以上，高端软件和数字创意、高端商贸
和临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均增长10%、11.5%
以上。全区新增内外资企业法人数量1万家
以上，新增内外资企业注册法人资本500亿

元以上。
产城融合，依旧任重道远。坚持系统思

维，科学统筹规划、建设、管理等重点环节，新
吴区加快打造更具国际化、现代化的城市主
城区。首先优化城市设计，高品位、精细化规
划设计科创城、站前商贸、临空枢纽等组合中
心，深化鸿山旅游度假区详细规划，加快构建

“一心三轴五板块”空间结构体系。同时提升
城市功能，高标准推进太湖湾科创城、鸿山新
市镇建设，以空港北大门片区、旺庄外下甸片
区等重点片区为突破，以点带面加快城市更
新。还将织密完善路网体系，加快推进菱湖
大桥、叙康路东延等重点道桥工程，实施6条
重要道路提升改造、5条园区道路包装出新；
优化地铁周边公交配套接驳，深度对接苏州
轨道交通规划和路网体系，服务推动4号线二
期、5号线一期建设。更大力度加快房屋征收
清点清障，确保完成征收拆迁170万平米。
尤其要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长效机制，开展
环境卫生、市容市貌、街景出新、城市亮化等
专项行动，高标准推进文明城市建设，打造

“最干净城区”。以智慧社区建设为切入，扎
实提升安置房、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
以市场化为导向，支持推动老旧商业区“升级
焕新”。

“美丽新吴”今年值得期待。推进伯渎河
公园二期、慧海湾二期、新洲生态园和大溪港
湿地公园建设，新增公共绿地15万平米，打
造城市园林生态。以鸿山旅游度假区为主阵
地，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放大“鸿山秋收
节”、七房桥“农房改造”、大坊桥“康养宜居”
等示范效应，深入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创建省市特色田园乡村，打造
文旅融合美丽乡村。依托物联网高地优势，
建成覆盖全区的“智慧农业云”平台，建设“百
企建百园”示范工程2个。 （杨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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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高新区这样干！
主要预期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以上，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工业

投资增长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6%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8%，进出口稳中提质，到位

注册外资13亿美元，城镇新增就

业1.3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
经济增长同步，节能减排和大气、水环
境质量完成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优秀！“十三五”成绩单揭晓

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全市第一

1月12日召开的新吴区一届人大六次会议开幕式上发
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揭晓了新吴区“十三五”成绩单。“十三
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环境、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特
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新吴区政府聚焦高质量发展主
题，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创新驱动、产业强区、改革
开放、绿色生态、共建共享等发展战略，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强富美高”建设取
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赢得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
性成就。数据显示，新吴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位列全市第
一，进入全省城区高质量发展监测“十强”。

■ 发展能级高位攀升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由“十二五”末的1347亿元增长到
1930亿元、年均名义增长7.6%。

规上工业总产值由2957亿元增长到4550亿元、增长
54%；规上工业增加值突破1200亿元、全市第一。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147.2亿元增长到216.2亿元、增长
46.9%，全市占比突破20%。

进出口总额突破500亿美元，全市占比由47.9%提高到
57.3%；累计到位注册外资64.2亿美元、全市占比35%，领跑
全省各县市区、开发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4万元增长到6.3万元、增
长43.2%。

■ 产业强区成效凸显

招引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450个，其中超10亿元项目
55个、超50亿元项目10个，华虹基地、SK海力士二期等百亿
美元旗舰项目建成投产，规上工业企业较2015年净增130
家，增长17.8%。

“两化”融合步伐全面加快，智能化改造投资由2015年的
32.5亿元增长到147.9亿元，建成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2
家、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1家、省市智能工厂（车间）131
家，全市第一。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以每年1个百
分点的速度提升到68.5%，全省领跑。

万元GDP能耗下降18%。
物联网产业营收突破2000亿元，年均增长15%，约占全

国十分之一；集成电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年均增长
12%，约占全国九分之一；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到600亿元、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突破800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3%、
10%，均占全市一半以上。

新增各类“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8家。

■ 创新驱动引领发展

聚集各类人才27.8万人、增长24.4%，累计引进国家级高
层次人才124人、省级领军人才252人、科技领军人才创业企
业840家，均为全市第一。

建成10家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市级以上企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院士工作站、众创空间数量均为全市第一。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由75件增长到150件，增长100%，
是全市平均的3倍。

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由330家增长到902家，增长
173%；新增市雏鹰、瞪羚、准独角兽培育入库企业突破300
家，全市第一。

新增过会上市企业13家，其中科创板7家，位居全国高
新区第五，累计达到28家，证券市场“新吴板块”初显规模。

■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获批鸿山旅游度假区、太湖国际科技园，区域行政管理体
制机制进一步优化。

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新办企业注册登记、不动产登记
和建设项目审批时长均压缩80%以上。

建成省市总部企业31家、占全市的33.7%。
全面增强“日资高地”“韩资板块”“欧美组团”的影响力，

带动开放合作由制造向研发、销售拓展，服务贸易、服务外包
总量均位居全市第一。

■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飞凤南路快捷化、长江路改造等重点工程相继完成，高浪
路快速化改造、菱湖大道建设等基础工程相继启动，建成各类
道路80公里。

新吴万达广场、梅里古镇二期建成开业。
扎实开展“263”专项行动，推动168条小流域控源截污，

全面消除黑臭河道，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水平和出水水质全
国领先，国省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提升到75%，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PM2.5浓度达到最好水平。

整治“散乱污”企业4162家，关停化工企业76家。
以“绣花功夫”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完成50条道路包装

出新，建成各类景观游园36个85万平米，164个A类优美环
境合格区建成率100%。

■ 补短固优改善民生

投资130亿元、建设民生项目236个。
新增城镇就业8.2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

内。
建成中小学、幼儿园18所，改扩建中小学6所，区特殊教

育学校、少年宫等一批公共教育设施投入使用，政府履行教育
职责评价从全市第七跃至第一，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监测水
平从全市第六跃至第一，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水平从全市
第五跃至第二。

人均期望寿命比2015年提高1.19岁、达到83.15岁。
上海瑞金医院无锡分院建成运营，新增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5家，医疗卫生机构数、实有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
比2015年增加50%、199%和75%。

举办全区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鸿山墓群本体保护展示
工程有序推进。

10大类80项，新一年“民生榜单”发布

完成200户“瓶改管”商户改造项目；累计新增公共停车位
5500个（新建学校停车场新增停车位1600个，学志路、前卫路等6
个城市停车场新增停车位2900个，工业园区公共停车场新增停车
位1000个）；新改建公厕86座，成立厕所开放联盟，纳入成员单位
305个；硕放香楠邻里生鲜市场改造提升工程竣工；中韩科技园万
达广场年底前开工建设；完成农产品快速检测8000批次以上；新
加推明厨亮灶单位330家；硕放市民广场西北部片区提升改造工
程竣工；江溪都市生活中心项目、梅里生活中心项目年底前开业。

新建续建梅里实验初中等学校建设项目19个、改扩建4
个，其中新建11所、续建12所，含九年一贯制学校2所、中学
6所、小学6所、幼儿园9所。建设学校地下停车场和学生接
送系统18个。实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全面提升办学质
量和水平。

全年办理570件法律援助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3100
人次；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8000人，援助就业困难人员再就
业3100人；设立困难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应急援助资金，对
50余名行动不便优抚对象提供上门医疗巡诊，对10户1-6
级伤残军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完成残疾人文体艺活动中
心二期工程；为全区2000名劳动年龄段内残疾人建立就业服
务档案。

面向全区6-16周岁的事实孤儿和低保家庭儿童，对15个困
难儿童居住房间进行规划、设计、装修，建设“梦想小屋”；面向全区
小学三年级、初中一年级开展宣教课程，试点2-3所学校儿童心
理健康援助，打造儿童友好型试点社区1个，针对受侵害儿童、涉
罪未成年人等特殊困境儿童开展儿童保护个案介入服务5例，培
育儿童保护专业人才30位；为所有社区（含30%城区村）提供婚姻
家庭教育课程或指导活动400节次，在区婚登处开展婚前辅导和
婚姻危机辅导服务，受益约1000人次。

完成10000名重点人群筛查与干预；完成传染病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救助保险；开展“健康新吴”大讲堂10场，新
建健康教育基地1个，打造特色戒烟干预项目1个；完成新吴
区公共卫生大楼建设工程；完成硕放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土建
工程；新吴区中医医院（江溪街道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梅
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鸿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底前竣工；完
成新安医院发热门诊建设。

全年完成200户以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完成
全区居民养老保险参保720人以上；硕放颐养园二期、梅村养
老院年底前竣工；旺庄街道养老院单体建设工程竣工；完成江
溪街道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养护院土建工程。

新开工后宅家园一期等5个安置房项目5000套以上，基
本建成新安佳苑B地块二期等5个安置房项目5000套以上；
完成春潮花园一区及春潮花园二区（群星片区）综合改造工
程、新锦园小区提升改造工程、润硕苑小区提升改造工程、欧
典家园一二期综合改造工程、新安花苑安居房改造工程；开
展鸿山街道姚更上二期、东塘街村美丽乡村建设，寒儒桥一
期、七房桥二期年底前开工。

新开优化756、760等11条线路；新建70个公交候车亭、
30个电子站牌；启动旺庄公交停车场土建工程；打通海明路
（泰山路-海力士意法路）、春富路（江华路-新光路）等4条道
路，叙康路（长江路-机场路）改造工程年底前开工。

完成太湖退渔（田）还湖（贡湖新湖农场）工程；完成江溪
港、香泾浜（北）等60条重点河道整治及环境提升工程；新改
建公园2个；对12条背街小巷进行环境整治提升。

伯渎河文化中心建设工程、伯渎河体育馆建设工程年底
前开工建设；围绕建党100周年等主题，举办系列大型文艺演
出24场以上，举办“高新区之夜”音乐节专场演出，举办新吴
区第二届乡村文化旅游节，举办“中国二胡之乡”新年音乐会、
举办区级文化艺术普及、公益性培训60班次以上。

社会保障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