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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江河交汇 山水名
城”镇江市第二届大运河文化
论坛在镇江举行。会上，多位
专家学者发表了观点鲜明、论
据翔实的研究成果。众所周
知，大运河成为中国南北经济
与文化的命脉，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标识。镇江，更是这条命
脉上最为耀眼的明珠之一。盛
会如斯，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可
以提供给人们，带来更深层次
的思考，特别是在今天，镇江正
在“跑起来”的时候？

大运河是看的，
又不光是看的

提到大运河，这条镇江人
生于斯长于斯的母亲河，“风景
如画”是许多人从小到大铭刻
到血液里的记忆。

风景秀美，但大运河真不
是看的。2019年度苏南运河沿
线 4 个国省考断面水质达到Ⅲ
类标准，5个水功能区水质全部
达标，河道水质不断提升，河道
周边环境不断改善，周边水系
灵动畅流。

在当天的会议上，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研究员王健
作了《打造古今大运河美丽中
轴——以镇江为例》的主题演
讲，在他看来，不管苏南的其他
地方把大运河建设得再漂亮，
大运河最重要的功能是航运。

而这，恰恰是镇江的骄傲：
1980 年，被誉为“江南第一闸”
的谏壁船闸建成启用，成为苏
南运河又一重要入江口门，大
运河水上航运功能前所未有得
到充分发挥。2007 年，市交通
部门启动苏南运河镇江段四级
航道改三级航道建设工程，对
镇江段运河实施分期、分河道
整治建设。改造后的航道由原
来的宽 60米变为 90米，实现了
两艘千吨级的船舶交汇航行。

据谏壁船闸负责人介绍，
谏壁船闸成为沟通南北运河与
长江水运的重要航运枢纽之
后 ，2007 年 船 舶 通 过 量 达 到
1.15 亿吨，货物通过量 6900 多
万吨。现在，江苏正在实施苏
南运河四级航道升三级航道工

程，江南运河正向着现代化、生
态化、信息化、航运高速化迈
进。

如何既要“面子”又要“里
子”，成为兼顾发展和保护的一
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大运河是“挖”出来的，
又是永远“挖”不停的

镇江古运河畔，90 余处文
化遗产星罗棋布。其中包括江
河交汇处、宋元粮仓遗址、昭关
石塔、镇江英国领事馆旧址等6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
及冷遹旧居、新四军江南指挥
部旧址、练湖闸等20余处市、县
文保单位。

大运河镇江段也是水利工
程技术的典范。镇江至丹阳段
穿越丘陵地带，又有江水泥沙
淤积，无论开河之艰辛，还是疏
浚之频繁，其他河段都无法比
拟。因此该河段被称为江南运
河的“屋脊”。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运河
是“挖”出来的，又是永远“挖”
不停的。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
究院院长教授刘士林作了《江
南运河文化与长三角一体化》
的演讲，在他看来，镇江的运河
文化还有大量的文章可以做。
他打过一个比方，固城湖的螃
蟹，价格就是卖不过阳澄湖的，
这里面有多大的质量差异？不
一定，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它的
价格差异。

大运河流淌着的不仅是奔
流不息的河水，更重要的是流
淌着绵延不绝的文脉。

历史赋予大运河以丰厚的
遗存与时间的景深，镇江的大
运河段，完整地分布码头、船
闸、桥梁、堤坝等水工设施，运
河沿岸的衙署、粮仓、会馆、庙
宇和驿站等相关设施，全景地
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长廊。从
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看，农耕
时代的漕粮盐运、工业时代的
煤炭物资、信息时代的 ETC 过
闸系统，历代的文明成果沉淀
在镇江的千年运河中。

就像眼前缓缓流淌的大运

河水，看似与世无争，却承载了
年货运量1亿吨，相当于沪宁线
铁路单线货运量的 4 倍。从这
个意义上讲，大运河的文化富
矿，镇江还是要永远“挖”下去。

大运河是镇江的，
又不光是镇江的

有学者提出，大运河在江
苏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
网”，它通过沿线的各种河流湖
泊，沟通了江苏大地。现在，是
全域赋能的时候了。

波光粼粼的大运河，承载
着厚重的历史。如何从流淌着
的文化遗产中挖掘活生生的历
史？如何以新的视角传承运河
千年文脉？这些已然成为大运
河文化传承中镇江人需要思考
并回答的时代话题。

市委书记、市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马明
龙今年五月份疫情过后就召开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部署要
求，紧扣“江河交汇 山水名城”
的城市定位，围绕“江河交汇津
渡文化示范区、古今水利航运
科技文化体验区”的目标定位，
积极构建“三园两带十六点”的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格
局，全力打造特色、走在前列。
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第一副组长徐曙海作出详尽的
工作部署。

马明龙指出，去年以来全
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取得了积
极进展，规划编制初步完成，项
目建设有序推进，协调机制逐
步建立。马明龙强调，在肯定
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
看到存在的问题和短板，真正
搞清楚“缺在哪里、差在哪里、
弱在哪里”。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
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当
好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

“三好生”，是镇江奋力争先的
目标。 （记者 陈声秦）

当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三好生”

全市共评选推荐入库培育
企业450家；组织备案7批次共
797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组
织申报高企数量同比增长27%，
申报通过率列全省第三……
2020是特殊的一年，面对疫情大
考，科技局迎难而上，变压力为
动力，化危机为机遇，交上了一
份漂亮的工作答卷。

而科技局高新处作为牵头
高新技术企业推荐，创新型企
业、科技型企业等培育发展工作
的处室，根据今年产业领域技术
发展需求，按照《2020年市级机
关“三个争创”活动方案》部署，
认真落实“五抓五促”提效能、全
力夺取“双胜利”专项行动要求，
争创“市级机关服务先锋岗”，通
过贴心、用心、尽心“三心”服务，
不断提升科技服务效率和服务
水平，助力全市科技企业高质量
发展。

科技视野

为帮助企业有效应对疫情冲
击，缓解企业资金难题，有序推进
科技企业复工复产，高新处一方
面强化金融产品创新，联合银行、
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开展“高企融
资直通车”活动，对 32 家高企发
放“高企贷”2.09亿元。同时，及
时送出贴息礼包，对今年新增的

“苏科贷”和其他“中小微企业助
力贷”，实行适度贴息政策。截至
11月底，已发放“苏科贷”108笔，
3.51亿元；发放“中小微企业助力
贷”91笔，2.97亿元。

疫情期间，市科技局创新服
务方式，将科技企业融资路演从
线下转移到线上平台，实现在线

“云路演”。5 月份起，每月至少
开展一场以上对接服务活动。

“科技载体”是助力企业集聚
资源的主要手段。今年，高新处
围绕创新创业需求，构建更优孵
化链条和众创社区，全年共获批
1家省级孵化器、1家省级众创社
区、6家省级众创空间，为吸纳集
聚创新项目和创业人才提供了丰
厚的土壤和广阔的舞台。

下一步，市科技局高新处将
继续围绕“产业强市”这一主题主
线，准确把握企业需求、有效提供
精准服务、不断提升工作实效，为
镇江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硬核”
力量。 （郑淇元 杨泠）

搭建“科技金融+科技载体”平台
创新创业“强支撑”

为更好地推动“政策惠企”，
市科技局开通了“科技政策专
递”，第一时间将科技政策文件、
项目指南等送到企业家手中。今
年，全市共有 333 家高新技术企
业享受所得税减免 9.25 亿元；
1345 家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政策，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51.79 亿元；140 多家企业领取市

“科技创新券”3000余万元，科技
企业通过享受科技创新的“政策
红利”有效降低了创新发展成本
……

今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新
冠肺炎疫情，不少科技企业受到

了不小的打击和挑战。对此，市
科技局积极推动落实房租减免政
策，对承租国有孵化载体用房的
中小科技企业，给予房租免租、减
租的扶持，为 764 家孵化企业减
免房租1007万元。

在“项目惠企”方面，市科技
局针对企业技术需求，编制多部
项目指南，引导和支持科技企业
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截至目前，今
年共受理市级科技计划研发项目
67项，择优立项资助33项。与此
同时，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培训
会”，指导多个项目（课题）申报国
家和省重点研发项目。

打出“政策+项目”组合拳
提升企业创新“获得感”

近年来，市科技局高新处围
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主题，有
序“推进经济发展、服务产业强
市”工作，运用“线上+线下”模
式，持续改进高企申报、认定、入
库培育等方面的服务举措。

在线上，依托局门户网、“镇
江科技”微信公众号和“政策咨询
QQ 群”等，及时发布政策资讯，
第一时间为企业答疑解惑。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高新处第一时间
落实相关通知，降低疫情对服务
企业的影响。

在线下，组织各地科技部门
工作人员开展实操培训，处室工

作人员“下沉”支援薄弱地区，提
升高企培育工作组织水平。还编
制印发辅导材料，召开全市高企
申报培训会、实训会等培训辅导，
帮助企业有效掌握高企申报要
点，提高申报质量。

经过创新组合服务模式，全
市高企申报工作结出累累硕果：
今年共评选推荐入库培育企业
450家；组织备案 7批次共 797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共组织申
报高企 771家，同比增长 27%，申
报通过率列全省第三，全市高企
总数达1188家。

运用“线上+线下”模式
完善服务企业“新机制”

工作主动做加法 打出系列组合拳

市科技局创新模式，
助力全市科技企业发展

11日，润州区金山街道迎江路中心社区惠民洗浴坊项目认领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润州区人
社局党委第三年认领了该项目，将惠及辖区40名高龄老人和残疾人。 文雯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