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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启东经济开发区紧扣“提升贡献份额，争创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总目标，坚持扶引大企业、培育大集群、发展大产业，力争
今年全省省级开发区排名前进8位。

启东经济开发区

凝心聚力促发展 砥砺奋进谱新篇

突出主导产业招商。围绕生物医药、半
导体装备材料和新能源产业，组建三个产
业研究小组，深入研究主导产业发展现状、
行业投资趋势、龙头企业概况以及本地产
业基础等情况，锁定重点目标企业。今年力
争签约100亿元以上项目1个，20亿元（或
2亿美元）以上项目2个，10亿元（或1亿美
元）以上项目6个，亿元（或千万美元）以上
项目10个。

推进市场化招商体制改革。推进市场
化招商机制改革，成立招商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实体化运作。公开选聘总经理和招商
职业经理，合同化管理，实施“基本工资+绩
效工资”的薪酬体系。注重委托招商，与不
少于5个招商中介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与不

少于20个专业投资基金建立联系，进一步
拓宽招商引资渠道。设立上海、苏南、深圳
招商联络办公室，加强在手在谈项目的跟
踪和对接。

加大制造业外资招引力度。加快推进
重点外资项目进程，力争全年签约重大外
资制造业项目（1000万美元以上）5个，注
册3个。加强与世邦、仲量联行、戴德等联
系，收集一批优质外资项目投资信息。

高质量举办招商活动。积极推进精准
招商，建立招商项目库和招商目标对象库，
深入研究产业发展趋势和企业发展态势，
精准发力，提高招商政策与企业发展的契
合度。加强重点项目拜访推进，高频次滚动
推进在手在谈项目。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加快落地项目开工建设。设立项目建设
推进办公室，设立项目报批、用地保障、
建设服务工作组，加强项目服务和保障。
加快推进一批重特大项目开工建设，全年
力争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不少于17个，其
中10亿元以上重特大项目不少于8个。加
快在建项目建设进程，确保新竣工产业项目
11个。

注重存量资源盘活。深入开展“开发区
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工作，理清区内所有
工贸企业数量、土地供给、厂房使用、能源
消耗、应税销售、入库税收等情况，建立数
据库，实行信息化管理。制定出台《启东经

济开发区工业企业评估暂行办法》，开展企
业资源利用效率评价工作，对企业实行
ABCD分类管理，实施落后产能严格控制
和逐步退出计划。加强用地管理，针对已供
未用、用而不足的土地资源进行有效盘活，
提高亩均产出和亩均税收。

提升行政服务效能。完成行政审批局
实体化运作，健全行政审批服务体系，承接
好下放的36项审批权限。结合产业项目建
设审批需要，向市行政审批局申请扩大项
目相关审批事项，逐步实现“链条式”审批
服务，对标“1120”审批机制压缩办结时限，
提高服务效率。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深化对接上海工作，强化两地资源协同

优化园区空间规划。推进园区开发建设规
化（2021~2030）编制，力争2021年底前取得正
式批复。加快推进东江生物医药产业园、半导体
装备材料产业园等区中园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完善供电、供水、供热及工业污水处理等配套设
施建设。深化“沿江科创新城”概念规划和城市
设计方案，加快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完善。

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加快世纪大道南侧林
洋南路，海洪南路建设，打开南部框架。加快北
部清风路、果园路延伸路段地块的征地工作，力
争年内开工建设。实施城镇污水管理提质增效
333行动，完成居民小区、单位庭院等地区雨污
混流底数摸排。落实相应管道维修和雨污分流
设施建设，配合市水务局做好城区河道活水畅
流工程，组织对灵峰河、华石路河、通江河、银河
路河、人民西路河、紫薇河岸坡绿化和钱塘江路
绿化进行提档升级。

提升园区功能配套。加快市行政服务中心
建设和周边道路改造提升和配套环境打造。启
动世纪大道南侧商务配套区、人才公寓区、商业
住宅区的规划，力争年底前确定概念性规划。加
快高端民办学校招引，力争年底前确定选址规
划和意向投资合作主体。优化申港城街区环境，
提升一号广场凤凰荟商业广场运营水平，切实
提升园区生活配套能力。

●提升城市建设档次，
助推园区协调发展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主导产业集群发展。切实做大新能源、
半导体装备及材料、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
业经济总量。今年，力争实现新能源产业应
税销售达70亿元，增幅不少于25%；半导
体装备及材料产业应税销售达40亿元，增
幅不少于30%；生物医药产业应税销售达
12亿元，增幅不少于30%。分行业建立企业
交流群，畅通沟通渠道，分批举办企业家座
谈会。

龙头企业引领发展。加大对韩华新能
源、林洋能源、海四达动力科技、药明康德、
启微半导体、乾朔电子等重点企业扶持力
度，鼓励扩大投资，延伸产业链。力争年内新
增应税销售50亿元以上企业不少于1家、30
亿元以上企业不少于1家、10亿元以上企业
不少于2家、5亿元以上企业不少于3家。

规上企业梯度培育。做好规模工业企
业、服务业入规工作，力争全年新增规模工
业企业15家，服务业企业4家。实施“小升
高”和创新型企业培育行动，力争园区企业
研发经费投入不少于68000万元，新认定
高企不少于12家、科技创新型企业2家、省
级研发平台2家，产学研项目20个，规上工
业企业研发活动占比达到100%。

楼宇经济快速发展。充分利用科创大
楼、国动科技园、北大华东产业园等载体平
台，注重招引金融后台、区域总部、研发中
心、结算中心、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多种
现代服务业项目，有效提升载体平台入驻
率。在争取市财政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制定
总部经济招商扶持政策，引导服务业项目
快速集聚。

●打造产业发展龙头，全面实施产业强镇战略

深化平台对接。继续对接好上海张
江集团，扎实推进东江生物医药产业园
和半导体装备及材料产业园规划和建
设，争取在园区合作共建上有交流和合
作。高品质建设生物医药、半导体装备、
信息科技项目承载平台，主动承接上海
溢出资源。举办上海专题招商活动不少
于4场。

加速项目对接。将上海作为招商引
资主攻阵地，持续推进在手在谈项目，尽
快签约落地，确保全年新注册项目不少
于8个。紧盯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上海
临港产业区等重点园区，加大项目信息
挖掘力度，全年力争新增投资10亿元以
上项目信息不少于15个，生物医药产业

项目信息不少于20个、半导体装备及材
料产业项目信息不少于20个。

强化资源对接。建立启东经济开发
区对接上海（浦东）联络办公室，重点对
接好上海重要资源，跟踪好重点项目，
提供好投资服务。加强与上海地区的生
物医药、半导体相关行业协会的对接，
定期开展产业发展咨询活动。推动与上
海高校合作，充分借力上海交大、复旦、
华东理工、上海理工等高校科技资源，
推进园区企业产学研合作。加强与上海
地区重点科创载体对接，扩大招商宣传
覆盖面，提前对接一批优质成长型科技
企业，推动“研发在上海、生产在启东”
功能实现。

加强疫情防控。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作要求，依托“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确保
村居、企业、建筑行业、三产服务业疫情防控工
作全覆盖。加强人员健康监测，摸排人员往来情
况，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控措施。加强进口冷链食
品领域排查，特别注重对入境人员和国内中、高
风险地区来启人员的排查管控。

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加强换届后村干部队
伍建设，优化完善村居干部考核机制，制定出
台《启东经济开发区2021年度村干部绩效考
核实施办法《启东经济开发区2021年度社区
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及社区干部绩效考核的实
施意见》。顺应民政管理权限下放改革新形势，
切实做好社会事务、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领域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