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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手 记

从苏州现代货箱码头开港典礼到太仓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万标箱庆典活动，再
到中国太仓——日本下关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开通。记者是见证人，亲历了太仓港的这些
大事件。

从不到1万标箱到100万标箱，再到200万标箱、300万标箱、400万标箱、500万标箱，
太仓港的跨越步伐坚定而执着。今年，太仓港集装箱吞吐量更是要超过700万标箱。一
个个不断攀升的数字，记录着太仓港的发展与繁荣、崛起与兴盛。我们有理由坚信，一个
年吞吐量超千万标箱的太仓港，在不久的将来必成现实。

太仓港日本航线天天见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示范项目申报

本报讯（记者 薛海荣）记者日前从市工信局了解到，
为深入贯彻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促进人工智能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苏州市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示范
项目和优秀供给能力申报工作已经开始。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示范项目以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为主线，结合我市在智能语音、图像识别、自动驾驶、机
器人等方面的优势，围绕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城
市、智能交通、智能教育等重点领域面向全市征集人工
智能场景应用示范项目。应用场景示范项目实施地需
在苏州市，于2019年—2021年内建成并投入应用，具有
一定的示范性和可复制推广性。人工智能优秀供给能
力，指围绕重点领域征集一批具有核心技术、产业发展
前景良好的供给能力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基础
软硬件、智能产品、智能服务、应用场景系统集成和解决
方案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志成果产品。

申报单位必须是在我市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能力的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信用记录良
好、经营状态稳定，具有承担项目的条件和能力。应用
场景示范项目由项目实施单位（产品及服务提供方）会
同投资主体（场景应用方）共同申报，实施单位与投资主
体可以为同一单位。各申报单位结合苏州人工智能场
景应用重点领域、本单位人工智能应用研究领域和主营
业务发展方向进行申报。优秀供给能力的申报主体为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申报的人工智能供给能力，需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先进和应用带动良好，具备一
定的实践应用基础并在行业领域具有代表性。同一企
业（单位）申报供给能力数量原则上不超过2个。申报单
位需于7月30日前将征集材料报送至市工信局信息产
业和信息化推进科。

本报讯（记者 肖朋）为做好下一阶段高新与成果业
务工作，日前，市科技局召开了高新成果工作推进会。

会上，市科技局高新科通报了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申报审核和苏州市高企培育库申报情况，布置了独角兽
企业申报排摸工作，就2020年孵化器绩效评审情况部
署了本年度孵化器申报工作。市科技局成果科通报了
研发经费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情况，布置了下阶段工
作，并对技术合同认定规则进行了辅导。

市科技局主要负责人围绕高质量发展考核和创新
专项考核指标，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填报、技术合
同交易额登记、独角兽企业、科技项目、载体建设等重点
工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应对标比差、争先进位，脚
踏实地、狠抓落实，系统谋划下半年工作任务，推动科技
工作不断走在前列。

会议指出要持续关注高企培育申报，明确责任、合
力攻坚，持之以恒做好高企申报企业的服务和申报材料
的辅导工作；持续做好研发经费填报和技术合同交易额
登记工作，加强对重点企业的排摸，确保完成填报任务；
持续抓好独角兽企业培育申报，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积
极申报，形成工作合力。

推动科技工作
走在前列

本报讯（记者 徐静）日前，市发改委举办“发改夜课
堂”，围绕“沪苏同城化的太仓作为”展开交流讨论。全
委中层副职以上及年轻干部40余人参加学习。

当前，太仓正紧抓长三角一体化，融入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机遇，积极作为、抢占先机，

“上海下一站 下一站上海”的城市标识日渐清晰，沪太
同城的辨识度愈发增强。课堂上，大家围绕产业布局、
科创人才、交通发展等方面的“与沪同城”展开了交流讨
论，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看法、提出了意见。

“太仓作为同城化地区的北翼节点城市，要全速加
快‘5+1’轨道交通建设，实现‘交通互联’为同城化提供
强劲基础。”“要立足于与上海的产业互补优势，充分发
挥港口、高校等有利条件，与上海全方位协同发展。”“要
完善医疗、教育等联动机制，持续推进社会共治和民生
共享，争当‘沪苏同城化’的桥头堡和主力军。”

交流中，大家认为，太仓的区位优势在新一轮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中格外引人注目，下一步，要结合我市

“11155”产业布局，聚力“产业链”协同协作，加快人才、
创新等高端要素集聚，强化汽车、航空、生物医药等产业
配套协作和专业化分工。同时，找准太仓在长三角一体
化中的高端、特色、差异化定位，建设虹桥枢纽的特色功
能中心，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提供强劲动力源。

在沪苏同城化中
展现太仓作为

600多年前，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从太仓港扬帆
起锚，开启了国际文化交流的海上之路；600多年
后，满载着期待与关注的日本“理想之国2号”又掀
开了太仓航运史上崭新的一页。2007年 8月28
日，中国太仓——日本下关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开
通。在迎来61名日本游客后，苏州及太仓的172名
游客又踏上了去东瀛的游程。

中国太仓——日本下关国际客运航线的开
通，不仅使太仓对外开放多了一扇新的窗口，也实
现了苏州国际客运航线零的突破。同时对于增进
中日经贸交流、推动长三角地区旅游业发展、提升
对外开放层次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肩负重任，
太仓港按照打造精品线路的要求，进一步强化通
关管理，硬化通关设施，优化通关流程，延伸旅游
线路，为中日两国人民出行打造一条舒适、便捷、
安全之道。

日本驻沪总领事馆首席领事大森功一说，在中
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太仓至下关航线的开

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们尽最大努力为各位
旅客提供舒适的旅程，并希望这条航线能为中日两
国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太仓——日本下关国际客运航线的开通，
加快了太仓港日本航线实现天天班的进程。太仓
港口管委会针对苏州对日贸易特点，认真贯彻落实
上级关于“做强特色、提升质量、注重效益”指示精
神，协调和帮助日本航线船公司加大投入、扩大运
力、提升服务、做强特色，推动太仓港日本航线实
现了天天班：航线密度高、覆盖广——每周7班，
直达日本8个主要港口，辐射日本全境；速度快、服
务好——最快30小时到达，实行“全天候、全过程、
全方位”服务；配套全、环境优——服务平台建到企
业厂门口，苏州到太仓港全程高速、免通行费，货物
查验仅需几十秒，海港管理降本增效。伴随着太仓
海运日本线的开通和航线的持续加密，苏州现代货
箱码头成为太仓港靠泊日本航线的主要码头，成为
太仓港集装箱近洋枢纽码头。

苏州现代货箱
集装箱近洋枢纽码头

□本报记者 李孝忠

>>>

5月18日，从日本下关起航的“理想之
国四号”滚装船历经30小时航行，披着霞光
准点靠泊太仓港苏州现代货箱码头（太仓二
期）。“截至目前，今年日本航线吞吐量突破
了2.36万标箱，同比增长24%。”苏州现代
货箱码头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苏州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7月，是目前太仓港航线最多,港口
覆盖范围最广的专业集装箱码头,拥有多条
外贸近洋干线和沿海内贸干线,以及多班长
江、内河支线；航线范围覆盖日韩、台湾、东
南亚等港口,并串联上海、宁波等国内沿海
主要港口，以及长江经济带各港及内河港。
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
力下，公司先后获评中国港口每小时超30
自然箱杰出集装箱桥吊作业效率码头、中国
港口前六名江河集装箱码头、港口集装箱发
展先进单位、苏州市平安交通创建工作示范
点和港区纳税先进企业等殊荣，2020年完
成集装箱吞吐量233万标箱，位居江河集装
箱码头吞吐量第一位。

2006年11月16日，苏州现代货箱码头开
港典礼精彩举行。从此，苏州现代货箱码头吹响
了太仓港大发展的冲锋号，以主力军的姿态为太
仓港大发展贡献“苏州现代力量”。

苏州现代货箱码头由百聪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和太仓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
其中，百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股70％，太仓港
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股30％。宁波舟山港股
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收购百聪投资拥有的
苏州现代货箱码头50%股权，并于2017年6月
又收购百聪投资100%股权。

苏州现代货箱码头投资总额为23.5亿元，
注册资本12.725亿元。拥有1100米岸线，经营
太仓港5~8号泊位，其中2万吨级泊位2个，5万
吨级泊位2个，水工结构兼靠7万吨级集装箱船
舶，集装箱堆场容量62674标箱，码头前沿配置
12台集装箱桥吊，40台轮胎式集装箱龙门吊
（ERTG）。正面吊3台，空箱吊7台，叉车（7吨
以下）6台，25吨叉车1台，拖车64台，集装箱拖
架84台。

背靠广阔的货源腹地和便捷的交通物流体
系，苏州现代货箱码头抢抓“一带一路”、长三角
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等战略机遇，发扬锐意
进取的公司文化和社会责任感，让人才与公司携
手进步，追求卓越，共创佳绩，与政府和私营企业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中国为基地，拓展国际市
场，为客户提供备受公认的世界级服务，成为迅
速发展的集装箱深水码头，成为太仓港集装箱发
展的主力军。

大型岸吊轻舒铁臂，拎起2007年以来的第一
百万只集装箱，如长虹卧波的国际集装箱码头上和
嘉宾云集的庆典现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2007
年12月20日下午，太仓市政府和太仓港口管委会
在苏州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隆重举行太仓港集
装箱吞吐量突破100万标箱庆典活动，也拉开了太
仓港集装箱吞吐量频攀新高的序幕。

200万标箱、300万标箱、400万标箱、500万标
箱……无以伦比的事实表明，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大
港正在长三角崛起。

太仓港集装箱吞吐量连创新高，不仅是太仓经
济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江苏港航事业中的一
件大喜事。作为物流的载体、枢纽和门户，省里十
分重视发展港口，出台了促进加快发展的扶持政
策，成立省港口集团，促进太仓港码头基础设施建
设和航线开辟，加大货源组织力度，与上海洋山港

和长江经济带更好地进行互动和合作。
苏州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太仓港发展放在重要

位置，太仓港口党工委、管委会成立不久，就到太仓
港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协调太仓港发展中遇到的难
题，出台“绿色通道”等政策，安排专项资金，营造良
好的发展氛围。

太仓港是太仓的最大资源和优势资源，太仓
市委、市政府把“以港强市”作为发展战略，不仅发
展港口码头，而且推动港口码头、临江产业、滨江
新城、港口物流齐头并进，按照江苏省、苏州市提
出的建设江苏第一外贸大港的要求，举全市之力
推进太仓港发展，推进太仓港集装箱吞吐量成几
何级数增长，使苏州现代货箱码头吞吐量从“吃不
饱”转向“吃得好”“选着吃”。2021年1至3月，苏
州现代货箱码头实现营收8596万元，同比增长
44.9%。

吞吐集装箱奔向700万标箱

吹响太仓港大发展的冲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