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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先进企业

舍弗勒（中国）有限公司
新大洲本田摩托（苏州）有限公司
特灵空调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太仓市同维电子有限公司
慕贝尔汽车部件（太仓）有限公司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太仓博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克朗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

伟速达（中国）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博格华纳汽车零部件（江苏）有限公司

卓能电子（太仓）有限公司
裕克施乐塑料制品（太仓）有限公司
太仓展新胶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麦格纳（太仓）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海瑞恩精密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日立数据制造有限公司
克恩-里伯斯（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托克斯冲压设备有限公司

中美冠科生物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鸿安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纳税十强企业

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
舍弗勒（中国）有限公司

特灵空调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慕贝尔汽车部件（太仓）有限公司

和路雪（太仓）有限公司
克朗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

新大洲本田摩托（苏州）有限公司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苏创集团
日立数据制造有限公司

十佳民营企业

苏创集团
香塘集团
五洋集团
雅鹿集团
国信集团

太仓市同维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天顺风能设备有限公司

太仓斯迪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展新胶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冠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创新工作先进企业

江苏冠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固瑞特模具（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鸿安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美冠科生物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太仓博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江苏仓环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斯迪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安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荣南密封件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鑫之博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先进企业

舍弗勒（中国）有限公司
佳格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太仓阿尔派电子有限公司
卓能电子（太仓）有限公司

裕克施乐塑料制品（太仓）有限公司
老虎表面技术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托克斯冲压设备有限公司
平和精工汽车配件（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优尼昂精密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太仓威格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人才工作先进企业

苏州康乃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苏州多感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东沧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德怡科技（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清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努而飞科技有限公司

海德韦尔（太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嘉创飞航（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海之韵（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徕泽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赫能（苏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红壹佰照明有限公司

苏州阿提申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葛雷固普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鸿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仅一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佩恩机器人有限公司
苏州世珍橡塑有限公司

苏州天邦世纪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苏州易通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至上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晗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升达机械有限公司

知行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中广核高新核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杜伦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惠邦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棠裕塑胶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拓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盱酋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安笙精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太仓摩力伺服技术有限公司
太仓腾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新朝祥金属制品（苏州）有限公司
新大洲本田摩托（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铂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荣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登创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纯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菱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贝睿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有单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今创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牧星航空传感器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江左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德斯米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泰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美冠科生物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领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德纳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毕恩思实验器材有限公司
太仓沃普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市友联干燥粉碎设备有限公司
太仓红光模具有限公司
苏州苏宏模具有限公司

太仓正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瑞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铂科冷链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秦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太仓黑龙智能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通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耀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椿桔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镓诺华太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沃尔夫切削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优秀科创载体

太仓大学科技园
中德智造众创空间

苏和空间站

争当争当““中德合作中德合作””与与““沪苏同城沪苏同城””最佳典范最佳典范高高高新新新区区区
□本报记者 王俊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
是一座堡垒。2021年，高新区将纵深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建“最大政绩”引领
保障高质量发展。

铸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头等大事和
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总书记对江苏、对苏
州以及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系列重要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一体学习、一体把握、
一体贯彻。

锻造实干担当的干部队伍。深化区

城街管理，健全优秀年轻干部“选育用管”
全链条机制，探索多渠道吸收各类高层次
专业人才。实施干部能力提升工程，充分
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引导广大干部比
学赶超、奋勇争先。

打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围绕
“五聚焦五落实”，持续夯实党建基层基
础。推行党支部和党员“动力工程”，加
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
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大局融为一体，同
频共振。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紧紧

围绕上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强化
政治监督，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坚持“严”的主基调，持续巩固发展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
环境。

锤炼全面过硬的工作作风。推动全
区广大党员干部拿出“事事争第一、处处
创唯一”的志气勇气锐气，提高“由我来
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担当力执行力
落实力，争做“开工最早、离开最晚、行动
最快、坚守最后”的那一个，以一流作风创
造一流业绩。

1月15日，海运堤德风街及数字化商
业街区运营、德国玛丽蒂姆酒店等7个重
点德资服务业项目签约落户高新区，其中
德风街项目当天培土奠基。

牛年伊始，高新区对德合作就取得
“开门红”。今年，高新区将抢抓中欧投资
协定谈判完成契机，继续深化新一轮更高
水平对德合作，擦亮“德企之乡”金字招
牌。

在加强深化产业合作方面，高新区实
施德企倍增计划，力争全年引进德企30
家。实施产业拓展计划，开展航空、医疗

器械等新产业合作，加快集聚一批德资总
部、功能性机构、研发中心。实施融合发
展计划，构建德企与民企、其他外企、高校
院所合作交流机制。实施平台建设计划，
建设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太仓石墨烯新材
料创新中心、中德数字设计中心、太仓（中
德）海外创新孵化中心等创新合作平台。
实施区域拓展计划，巩固提升与德国南部
地区的创新合作，拓展强化与北德四州的
开放合作。

在推进智造转型方面，高新区重点培
育20家智能制造标杆德企，鼓励德企输

出解决方案、提供整体服务。发挥中德智
能制造联合创新中心、蜂巢汽车零部件工
业互联网应用中心等平台功能，加快推进
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全年力
争新增苏州市级以上示范智能车间（工
厂）30个，争创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
地。

在建设城市生态方面，高新区积极塑
造“德企之乡即故乡”的城市印象，开工建
设罗腾堡德风街，加快建设玛丽蒂姆国际
酒店，引入德国医院、学校、金融机构等，
打造原汁原味的德式街区场景。

尽管天气寒冷，娄江新城滨河公园自
2020年11月启用以来，仍吸引了大量市
民前来散步、游玩。该公园绿化面积达
25.4万平方米，随着春风送暖，这里过不
了多久就会变成林木成荫、虫鸟成趣的滨
河景观带。

高质量发展需以绿色为底色。2021
年，高新区将深入推进“美丽高新区”建
设，持续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一是强化环境整治。推进新一轮水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加快城东污水厂管理
性提标改造、十八港控导、胡家港控导等
水环境工程建设。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实
施洙泾河、胡家港、湖川塘东段整治工
程。完成6条生态美丽河湖建设任务。
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处理，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二是织就生态绿网。坚持沿河种绿、
沿路铺绿、空间增绿，抓好绿地、绿道、绿
廊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市区（城

区）口袋公园新建项目、十八港生态提升
工程二期、城北河湿地公园生态提升工
程、盐铁塘东侧等绿化景观工程。

三是精细城市管理。加强城市常态长
效管理，持续深入开展建筑工地、农贸市场、
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市立面空间等领域
专项整治。完成好主城核心区“一核一带一
路”多观亮化综合项目，彰显城市夜间色
彩。同时，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改
造，让城市治理和服务更智慧、更高效。

启动运作娄东街道慈善会；打造综合
性文化服务载体；启动运作朝阳社区卫生
服务站，探索开设滨河社区卫生服务站；
拓展居家养老服务，开展跑腿、代办等服
务……2月3日，娄东街道2021年度十大
民生项目出炉。

这只是高新区注重增进民生福祉的
一个缩影。今年，高新区将继续坚持“财
力有一分增长，民生就有一分改善”，努力
让改革发展成果有更多“民生含量”。

办好民生实事。高新区将加快建设
高新区初中、板桥初中、高新区五小、东郊
幼儿园等15个学校新改扩建项目，年内
竣工6个。启动建设临沪国际社区邻里
中心、高新区医养中心、陆渡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等民生项目。竣工投用横沥花园
安置房。持续推动实施老旧小区、动迁社
区环境提升改造工程，完成申宏小区、东
城小区改造。

确保安全发展。高新区始终紧绷疫

情防控这根弦，落实落细常态化防控举
措。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创新社会治理。高新区将深化网格
化社会治理联动机制建设，探索“1+4+
N”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以“小网格”托
起“大治理”。抓好新一轮“雪亮工程”建
设，完善纠纷多元化解、联动处置机制，加
大信访积案攻坚力度，营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内外兼修美丽生态

坚持优质均衡 建设最具幸福品质生活

全面从严治党 建设过硬党员干部队伍

深化开放合作 建设对德合作最佳典范

牛来鼠去远，春到景更新。2021年，高新区将着眼“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产

业引领、开放发展、产城融合”等战略举措，全面建设一流高科

技园区，加快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努力争当“中德合作”与“沪

苏同城”的最佳典范，全力争做我市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和先

行军，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100周年。

1月30日，复星复游城太仓·阿尔卑斯雪
世界开工奠基。该项目所在的复游城·太仓阿
尔卑斯国际度假区作为辐射长三角、面向全国
的一站式国际旅游目的地，是太仓全面融入上
海、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载体。

率先融入上海，高新区有“舍我其谁”之
志。2021年，高新区将紧盯“五年打基础、一期
出形象”的阶段性目标，加快娄江新城建设，构
筑最强比较优势，打造临沪综合性价比最高
地。

规划定位再提升。高新区将紧紧围绕我
市打造苏州对接上海重要枢纽门户城市目标，
强化产业培育、产城融合、多规合一，科学编
制、精准实施“1+5+N”规划体系，全面推进21
项系列规划编制。高效配置城市发展要素，确

保各项规划科学落地落实。
项目建设再提速。高新区着力推进“两所

大学”等在建项目，确保年内有12个项目竣工
投用。年内新开工项目32个，重点加快上海世
外学校、瑞金医院、西浦附校、高校科创园、太
仓大道、洙泾河、城东水质净化厂等重大项目
开工建设，加速构建新城开发的“四梁八柱”。
同时，加快阿尔卑斯雪世界建设，确保2023年
建成投用；今年上半年竣工投用铂尔曼酒店、
天镜湖商业综合体。

拆迁拆违再攻坚。高新区将强化区域空
间治理，掀起新一轮拆迁拆违热潮，重点推进
娄江新城四大片区、科教新城天镜湖片区、新
老204国道片区和板桥片区拆迁拆违攻坚，确
保完成清零地块25个，腾地面积1500亩以上。

2月8日，高新区与小型航空发动机项目
团队举行了签约仪式。该项目已在我市注册
成立江苏点石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人才团
队由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多名专家组
成。项目专注于小型航空发动机的设计研发
与产业化。

航空产业是高新区正在重点打造的“高精
尖”产业。2021年，高新区将继续打好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加快构建
以制造业为基础的“2+2+1”（高端装备、汽车
零部件+航空、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现代产
业体系。

一方面，集聚优质增量。高新区将紧紧牵
住重大项目“牛鼻子”，加快康乃德生物医药、
博泽驱动电机等36个省市三级重大重点项目
建设，确保上半年开工率100%；加快推进舍弗

勒太仓新基地、耐克全自动立体库等12个在建
省市重大重点项目；竣工投用联合利华食品基
地、通快激光发生器等15个重点产业项目。开
展精准化招商、产业链招商、生态圈招商，加快
引进一批基地型、研发型、总部型、新动能项
目。积极推进乐琻半导体、中法智慧能源、德
国高端机床、众和大健康、小型航空发动机等
项目落地。

另一方面，培育优势产业。高新区将牢牢
稳住实体经济“压舱石”，发展壮大高端装备制
造和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两大500亿级产业集
群，培育发展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现代文旅等
3个百亿级先导产业集群。

高新区还将强化项目专班化推进机制，深
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扩大“太高新·最舒心”品牌影响力。

2020年度先进企业
高新区

突出融入上海 建设率先同城第一高地

突出创新驱动 建设新动能发展引领区

突出智造赋能 建设新产业发展先导区

“

“

中德智能制造联合创新中心揭牌 太仓德国风情街奠基

太仓市重点德资服务业项目签约仪式

阿尔卑斯雪世界奠基

小型航空发动机项目签约仪式

科教新城开展“春联助防疫，送福暖人心”活动

火热建设中的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

创新冬训形式，“有声学习”明信片送到麻城驻太党委

娄东街道推进板捷街拆违

志愿者看望困难学生家庭志愿者看望困难学生家庭

叉车穿梭行驶，搬运各种重物；挖掘机舞
动铁臂，带走大量泥土；工人们来来往往，忙得
热火朝天。近日，记者在高新区力合天镜湖科
技谷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这一“重量级”创新载
体正处于有序建设之中。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2021
年，高新区将继续强化创新的核心地位和支撑
作用，打好科技创新攻坚战，打造创新资源的
强磁场、科技创新的新高地。

首先，大力度培育创新主体。坚持把科创
企业培育作为重中之重，鼓励更多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开展产学研合作、参与标准制修定、承
担科技创新项目，推动创新型企业加速成长。
全年引进科技创新项目超100个，科技型中小
企业入库数超240家，净增高新技术企业超80
家，培育上市后备企业10家，新增总部企业2
家以上。

其次，大格局布局创新空间。加快布局建
设以西工大太仓长三角研究院、北工大激光智
能制造创新研究院、清华深圳研究院太仓科技
谷、上海交大空天技术创新中心等大院大所为
支撑的南部天镜湖创新创业核心区，以中德创
新园、德创园、科创园、软件园等为承载的北部
中德开放创新核心区，以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
区、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为依托的东部大
学科技成果转化核心区，同时在北京、深圳、德
国等地建设“创新飞地”。

最后，高标准营造创新生态。提升现有孵
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等科创载体。加强高
校大院大所服务对接，推动一批科技成果在高
新区落地转化。持续优化“1+X”政策体系，扩
大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伍规模。全力加快国
家级高新区创建步伐，力争进入省部共建试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