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倚千年运河、居“两湖”核心，嘉泽镇着眼“科
学”“时尚”“幸福”，融合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明，
开启产业能级、风貌品质、和美善治的“三大蝶变”。
“今天的嘉泽，已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创造梦想的乐
园。”嘉泽镇党委书记蒲启城对嘉泽的发展充满信心。

□ 记者 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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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嘉乃丕绩，泽润生民”。为
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切实
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嘉泽镇坚持办好民生实事暖
民心，推动更多政策向民生倾
斜、更多财力向民生集中、更多
精力向民生聚焦，拓宽富民增收
渠道，打造乐居宜居家园。
“嘉泽不仅要种好花，更要

培育好祖国的花朵。近两年，我
们总计向教育事业投入了近
7000万元，对嘉泽中心幼儿园
以及夏溪幼儿园进行扩建、翻
新，并实施嘉泽初中食堂、教学
楼新建等工程。”蒲启城表示，
乡村要振兴，教育必先行，办好
孩子们身边的每所学校，打造一
支勇为善为的乡村教师队伍，让
每个孩子享受到最优质的教育，
是嘉泽镇努力奋斗的目标。

嘉泽镇成功入选武进区首个
“15 分钟医保圈”省级示范点，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办好

医保，高效创建“家门口办好事”
便民服务示范点，在落实“集中
办、就近办、一次办、上门办”
服务制度的基础上，着力打造“益
嘉亲”行政审批服务品牌。

在全区“我要开服装店”
“我要开宠物店”标准化套餐基
础上，结合花木产业特色，因地
制宜推出“我要开花卉园艺部”
“我要办农药许可证”等系列审
批套餐，每个“套餐”包含的分
事项流程、要件、申请表格等均
在“套餐”指南中逐条逐项列
明，切实让办事群众少跑腿、不
烦心。

百舸争流，奋楫者进。围绕
“三个小镇”建设目标，在全新
起点加速奔跑，在更大平台勇攀
新高，嘉泽必将是一座产业特色
明显、制造业发达的经济重镇，
一座功能完备、基础配套的江南
花都，一座环境优美、适宜人居
的现代小城。

深刻把握产业发展趋势，
持续锻造新质生产力。嘉泽镇
立足实际，以实实在在的举
措，聚力构建高能级产业集
群，以持续推进“城镇 +基金 +
高校 +基地”科创发展新模式
为统领，做好传统产业焕新、
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
“三篇文章”。截至目前，新增
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3家，
累计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11家，
三鑫重工被列入区重点企业，
丰泰节能、云帆轴承等 3家企
业被列入区高成长企业。

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让科技创新“关键变
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
量”。“我们希望构建“大企
业顶天立地、优质企业‘专精
特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
企业矩阵，同时以高质量项目
为支撑，全力推动招大引强、
招群引链、招新引优。”蒲启
城介绍，如今，嘉泽将目光聚
焦在低空经济、医疗健康、光
电信息、高端装备等重点领
域，聚力构建高品质科创生
态，科学规划科创平台创建，
提前布局人才公寓、生活服务

中心、教育医疗设施、产业孵
化器等保障要素，全力打造营
商环境“优无止境”的嘉泽样
本。

首届中国家庭园艺展览会
吸引观展人数超 16.2 万人次，
全网曝光量突破 2000 万，带
动销售额达 3 亿元。此次成
功，得益于嘉泽以“美学 +”
为突破口，打造特色彰显、气
质现代、活力充沛的品质新镇
域，努力实现“产业景观化、
景观经济化”。

园艺村、三鑫美树馆产业
园区……近年来，一个个花卉
主题景区星罗棋布出现在嘉
泽，吸引游人纷至沓来。以花
为媒，不仅让花卉旅游产业发
展壮大，还让更多相关产业受
到辐射，“花卉 +”产业在助
推乡村振兴上发挥着重要作
用。

焕新乡村，以“文旅 +”
为突破口，深入挖掘“花木文
化、栖鸾之乡、状元名宦”等
地方特色和历史人文，“今年
嘉泽镇将重点打造 3条文旅线
路，状元坊往湖湾，打造特色
湖湾线路；依托花木市场、跃
进村，打造花都产业旅游线
路；沿新孟河一带和三鑫村、
南庄村，打造田园文旅线路。”
蒲启城表示，嘉泽正在培育更
多和美乡村、绿美乡村生态地
标，通过串点成线，精心打造
更多特色游、生态游线路，全
力塑造独具特色的“乡村美
学”示范窗口。

智创未来 拥湖而进的“科学小镇”

美学重塑 近悦远来的“时尚小镇”

多元共治 和美善治的“幸福小镇”

筑牢中国式现代化人才之基
□ 区委党校 李琳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
兴靠人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人才是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指出，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深刻认识和把握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的逻辑，通过改
革激发广大人才的发展动力和创
新活力，对于深入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深化人才发展机制，促进人
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创新
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优势，就
不可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
产业优势。”我国有 14 亿多人
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

2.5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
年限超过 14年，理工科毕业生
规模全球最大，研发人员总量世
界第一。但人才结构性矛盾突
出，缺乏一流顶尖创新人才，与
建成人才强国、科技强国的需求
差距较大。面对激烈的高素质人
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我
们必须夯实创新发展的人才根
基，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拥
有创新主导权，才能促进新质生
产力蓬勃发展。

创新驱动靠人才，人才培育
需教育。当前形势要求统筹推进
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
革，加速培养战略科学家和科技
领军人才，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一方面，

坚持需求导向，优化人才培养策
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导向，
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
交叉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完善
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参与的培养
模式，健全创新人才全链条自主
培养体系。支持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完善前沿技术领域布局，建
立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形成科教
融汇、产教融合的“强关系”。
同时，建设科学和技术融通发展
的实验室体系，抓好基础研究
“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市
场应用“最后一公里”有机衔
接。

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厚植沃

土聚人才。进一步深化人才领域
改革，健全完善科学的人才评价
激励体系，坚持为人才松绑，激
发人才的创新潜力。一方面，坚
持“用人者评价”原则，建立以
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
评价指标体系，统筹“破四唯”
与“立新标”，并自主开展评价
工作。另一方面，建立多元化的
人才激励机制，优化高层次人才
激励政策，推进薪酬体系改革，
切实推进高层次人才分配方式灵
活化，使已有政策规定的高层次
人才协议工资、年薪制、项目工
资制等工资形式付诸实施；在科
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的中长期
激励，切忌将科研人员视同干部
管理；支持青年创新人才挑大

梁，创新评价方式，科学设置评
价考核周期，减轻青年人才生活
压力大等非科研负担。

只有进一步破除人才引进、
培养、使用、评价、流动、激励
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实施更
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
人才政策，才能让各类人才的创
造活力竞相迸发，为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铸牢雄厚人才基础、提供
有力人才支撑。

状元坊启动周边绿化亮化硬化改造提升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