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高铁之风，张家港枢纽呼之欲出；踏“一体化”之

浪，沪港互融开启时代新征程。

7月 1 日，备受关注的沪苏通铁路正式通车，张家港

从原来的“地无寸铁”，直接迈入“高铁时代”，这座稳居

全国百强县市前三的新锐之城，踏上了加速驶入长三角

“同城生活圈、同城创业圈”的发展快车道，顺势开启了

对接融入大上海的“无限可能”。

畅享联动发展的广袤蓝海

“双向互融”的全新起点

沪苏通催生“沪港同城”

张家港的发展历程，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不甘
人后、敢闯敢拼。

1962年建立沙洲县、1986年撤县建市，港城人
民以 58年的不懈奋斗，创造了波澜壮阔、自强不
息的辉煌历史，并铸就了享誉全国的张家港精神。

而在张家港步履铿锵的奋斗历程中，上海的
身影不可或缺。

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星期天工程师”，到后
来宝钢特钢与永钢的技术合作，再到近期上海张
江·张家港创新中心等科研载体的顺利签约，两
地的开放合作成果源源不断、激荡人心。

而随着沪苏通铁路的开通，这种连接将越发
紧密。

借助沪苏通铁路，张家港与上海由高速公路
时代的“弱连接”，升级为高铁时代的“强连接”。

待通苏嘉、南沿江两条铁路开通运行后，西向进
入南京“1小时经济圈”、南向进入杭州“1小时经
济圈”，可以北上京、津，西进汉、渝，南下深、厦，

张家港将一跃成为承启南北、贯通东西的重要枢
纽城市。

不仅如此，随着长江沿线最大的国际贸易商
港之一的张家港港与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联

系频次的升级迭代， 张家港 80公里长江岸线将真
正成为延绵不绝的“黄金水道”，助力张家港加速融
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
发展战略。

在 7月 1日沪苏通铁路张家港站启用仪式上，

张家港市委书记潘国强表示， 从 1000多年前黄泗
浦开埠通商， 到 30多年前第一艘外籍万吨货轮驶
抵港口，“向江向海、开发开放”就一直是张家港这
座城市的执着追求。 阔步迈入高铁时代的张家港，

拓宽了开放再出发的“康庄大道”、打造了连通世界
的“重要门户”。

7月 1日， 对于落户在张家港的润邦半导体材料
公司总经理马晓明来说，可谓双喜临门：企业 4000平
方米洁净厂房建成封顶；沪苏通铁路开通，对于研发
总部在上海的他来说更是开辟出双城通勤快车道。

“去上海当日往返， 这对于企业今后在上海开展
商务谈判、客户对接、协同创新都带来了便利。”马晓
明计划借助高铁通车带来的便捷优势，在张家港建设
研发中心，促进两地科技人才的双向流动，助推企业
快速发展。

在距离上海虹桥机场仅 30分钟车程的张江科学

城内，上海张江·张家港创新中心正在加紧设计装修，

预计在 8月底建成投用。作为张家港首个上海飞地创
新中心，这里不仅将成为展示张家港营商投资环境的
新窗口，还将为两地人才项目孵化提供新平台。

张家港还与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上海交通大
学等高校院所深度合作，已成立上海—张家港技术转
移协同发展中心。通过信息共享、项目合作、机构落
户、人才引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开辟“沪港”两地
产学研合作的“快车道”。

融入长三角“同城创业圈”，张家港以诚相待，更

以“城”相待。

围绕张家港高铁站， 整体规划 44平方公里高铁
新城正拔地而起，瞄准“长三角沪港互融新城，苏锡通
创新创智中心”的目标定位，以产促城、以城兴产，着
力打造融入长三角的开放引领新门户，推动城市能级
大跃升。

“深度融入长三角，逐步构建起实体经济、科
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
业体系，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增添新动
能。”张家港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韩卫说。

对接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张家港有信心、有底
气、有实力。

这里的产业结构与上海高度协同。 拥有年产值
近 5000亿元的冶金、化工、机电、纺织、粮油食品“五
大支柱产业”， 年产值超 2500亿元的新材料、 新能
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64家世界 500

强企业、超万家的工业企业、投资超亿元的 118个工
业项目扎根港城、加速建设。

这里的创新活力汹涌澎湃。 国家级开发区张家
港保税港区、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均为中国（江
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联动创新区，建有张家
港高新区、冶金工业园两大省级开发园区；拥有以中
科院纳米所张家港研究院、 江苏冶金技术研究院等
为代表的“十大新型研发机构”，各类创新载体面积
超 150万平方米， 企业科技创新积分管理模式获科
技部高度肯定。

这里的服务保障温暖有力。“张家港基金” 管理
规模突破 600亿元， 长期实施金融服务万企百亿融
通工程，出台实施的高质量发展产业扶持政策，涵盖
工业、人才、科技等多个领域，对于优特项目，还会给
予“再加一点”的政策支持。

这里的生活幸福美好。水系绿带纵横贯通，全市
生态林木覆盖率超 20%，“江海交汇第一湾”———“张
家港湾”，更是生动演绎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生态之美。这里的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
水平全国领先，长江文化艺术节、双山岛马拉松、“多
彩夜沙洲”等特色文体活动，为全体市民提供了优质
多元的精神文化生活。

……

“港铁联动”全面起势的张家港，来自各方的创
新要素已然加紧“落子”。

6月 20日， 总投资 51亿元的长城宝马光束汽车生
产基地破土动工；6月 28日， 总投资 11亿美元的 LCD

偏光片项目签约落户；7月 11日， 香港信义集团新增 8

亿美元投资，在张家港打造新能源高端产业项目，前期已
累计投资超 8.6亿美元， 三年内总投资 16.6亿美元……

高铁加持的张家港，掀起了一股火热的“项目潮”。

当前，张家港正紧扣“项目提速年”主题，加快推进
总投资近 1800亿元的三级重大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
展攒劲蓄力。

去年 10 月， 张家港锚
定打造经济高质量标杆、城
乡一体化标杆、新时代文明
标杆，在江苏率先基本实现
现代化 “三标杆一率先”目
标任务， 坚定唱响了新时代
“三超一争”奋斗之歌，一个激
情燃烧、干事创业的“火红年代”已
然开启。

高铁拉近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

长三角“同城生活圈、同城创业
圈”正精彩呈现。潘国强表
示，站在重大历史风口、

面对重要战略机遇，

张家港正全力以赴
把独特区位优势
转化为 “对接大
上海、融入长三
角 ” 的发展胜
势， 以崭新的姿
态奋楫扬帆、阔
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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