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北沿江高铁沪宁段站前Ⅲ标项目现场，铁路建设者正在进行连续梁施工、箱梁架设作业。北沿
江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长553.762公里，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全线
设16座车站。 记者 计海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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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甲辰年十二月十五
今天多云，明天阴到多云。偏南风3~4级。有冰冻。明晨最低气温:2~3℃。今天最高气温:12~13℃。

本报讯（记者 张立）苏州市十七
届人大四次会议正在苏州国际会议
酒店举行。昨天，太仓代表团集中
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等，汪香元、徐
华东、王红星等参加审议。太仓代
表团团长、市委书记汪香元在审议
时强调，要把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凝聚起来，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太
仓样本。

汪香元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内容
非常翔实，思路十分清晰，2024年充
满挑战，但苏州取得了一系列的成
就，让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2025年的任务和目标明确，可以说
有压力，更有信心。报告中出现了不
少“太仓元素”，充分体现了苏州市

委、市政府对太仓的肯定、关心和支
持，令人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汪香元指出，太仓当前面临着多
重发展机遇，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
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谋
划“十五五”发展，深化全面从严治
党，努力在拼出“太仓速度”、实现突
破跨越上取得新的发展实绩。

汪香元强调，太仓要锚定“现代
田园城、幸福金太仓”目标定位，突出

“港口”和“上海”两个关键逻辑，聚焦

做深“四篇文章”。要抓牢港口“一号
工程”，加速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坚
持以“一号担当”推进“一号工程”，完
善“前港—中区—后城”功能格局，加
速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融
入上海要更加精准高效，要围绕“上
海有什么、上海要什么、我们做什
么”，谋深谋实融入上海大都市圈的
定位和路径，努力在深化上海苏州一
体化发展中彰显首位度。对德合作
要提升层级能级，要高标准建设中德
（太仓）产业合作示范区，全力打造国
家级对德合作平台。要精心建设城
乡和美幸福地。坚持城市与乡村并
进、更新与振兴并重，高标准塑造全
域提质、全域皆景、全域可游的城市

新风貌。
审议中，代表踊跃发言，积极为

苏州和太仓的发展建言献策。
张绪美代表在审议时说，乡村

振兴，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很重
要，太仓的优势特色农产品可以是
传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是引进的
适宜种植的新品种，希望进一步加
强政策扶持，打造更多的优势特色
农产品。

谭淼代表说，LDT即临床实验
室自检项目，其开发与验证流程相对
灵活，可更快适应特定临床环境，对
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作用很大，京沪广
深等地已在开展，建议苏州也可以加
快探索。

苏州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正
在举行，2025年苏州市政府工作报
告新鲜出炉。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现

“太仓元素”，既是对太仓的充分肯
定，又对太仓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在2024年工作回顾中，政府工
作报告提到：现代服务业能级逐步
提升。获批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
流枢纽，开行中欧班列530列，苏州
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
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有力。上海苏州
深化一体化发展迈出新步伐，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北向拓展带深化建

设；开放合作持续深化。中德双元
制职业教育园、中日（苏州）协同发
展创新中心设立，中荷（苏州）产业
合作创新园入选省级国际合作园
区；城市空间布局更加优化。通苏
嘉甬、北沿江高铁加快建设，苏州北
站枢纽、东站枢纽、沪苏锡常城际铁
路太仓先导段等开工建设；乡村全
面振兴扎实推进。太仓跻身全国城
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社会事
业繁荣发展。张家港、常熟、太仓获
评全国首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县。

在2025年的任务和目标中，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对标国际高标准经
贸规则，持续提升中德、中日、中荷及
海峡两岸等平台功能，不断拓展合作
深度；强化“四港联动”，推动苏州港
向物贸港转型，加强与长江、沿海港
口合作，更好服务长三角世界级港口
群建设；加快铁路成网，提速通苏嘉
甬、北沿江高铁、沪苏锡常城铁建设，
开工建设水乡旅游线，全力推进苏州
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加快推进轨
道交通第四期立项建设；提升公路网
密度，开工建设锡太高速、常台高速

改扩建等工程；启动研究太仓港五期
和苏州西站扩容改建工程，加快国际
物流中心码头工程建设；推进吴淞江
整治、浏河江边枢纽建设，启动太浦
河后续（一期）、望虞河拓浚等重大水
利工程立项建设，不断提高防洪排涝
和水资源配置能力；以提升医疗水平
为重点，实施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
发展示范项目，稳步推进三级三甲医
院建设，启动苏大附一院十梓街院
区改造提升，确保瑞金医院太仓分
院、西苑医院苏州医院、苏大附二院
二期年内投用。

本报讯（记者 顾雪苗）近日，省人社厅发文公布2024
年度新设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认定名单，位于市
生物医药产业园的苏州百因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榜。

百因诺生物是一家依托无血清细胞培养基生产和开
发的国际化生物医药CDMO服务供应商。公司已建成
12000平方米研发生产基地。目前公司具备培养基生
产、蛋白生产、质粒生产、病毒生产和制剂生产能力，凭借
丰富的生产线和充足的产能，高效为全球客户提供低成
本、定制化、多样性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强大的研发能
力，让百因诺生物能够针对不同客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
研发服务。

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是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的重要平台。基地的设立对吸引、集聚博士后人才，提高
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
来，我市企业博士后站点设站主要围绕高端装备、先进材
料、现代物贸三大主导产业和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文化
旅游三大特色产业组成的“3+3”产业集群。目前，我市
有各类设站单位24家，包括9家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13
家省级创新实践基地、2家省级创新实践基地分站，全面
覆盖重点产业和科技创新关键领域。

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认定名单公布

百因诺生物上榜

本报讯（记者 宋沐恩）近日，我市健康科普体验馆入
选苏州市未成年人社会实践体验站。这不仅丰富了我市
未成年人的社会实践体验，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市健康科
普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目前，我市共有第一个党支部纪
念馆、市博物馆、市科技活动中心（太仓科技馆）、市健康
科普体验馆、市规划展示馆5家苏州市未成年人社会实
践体验站。

市健康科普体验馆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总投资
超过1300万元。该馆于2022年建成并免费向公众开
放，以“健康生活，执守一生”为主题，精心设计了序
厅、一生之旅、一技之备、一展未来、多功能区五个展
厅，共包含29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展项。馆内充分运用
声、光、电以及3D渲染仿真场景复原、全息影像等现
代展示技术和手法，将科普性、体验性、实践性、趣味
性相结合，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生动有趣且富有教育意
义的科普学习环境。

“2024年，我们针对青少年儿童开展了24场文创活
动，吸引了近千人参与。”市健康科普体验馆馆长周奕介
绍，这些活动不仅让青少年在游玩中学习健康知识，激
发了他们对健康生活的兴趣和热爱，还进一步深化拓展
了未成年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目前，
该馆已与我市多个中小学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共建关系。

据了解，市健康科普体验馆将进一步加强健康科普
文创课程的研发，加强与共建学校的合作，主动将健康科
普文创课程送进校园，让青少年在快乐中学习健康知识，
健康成长；围绕“三减三健”、中医科普等主题，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帮助更多青少年参与社会实践，拓宽视野，
增长见识。

苏州市未成年人社会实践体验站

我市共有5家

本报讯（记者 宋沐恩）近日，民政部公布了2024年
度民政政策创新交流展示名单，我市《创新“乐活老龄”模
式构建“幸福生活共同体”》成功入选。据了解，这一政策
的创制，聚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社会共治能力、市场发
展能力、家庭应对能力，有效促进了老龄工作体系的高效
运转。

作为全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近年
来，我市响应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针对老
龄化背景下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新变化，以构建“乐活
老龄”模式、形成“乐颐乐为，活力活达”的“幸福生
活”新风尚为主体目标，聚焦“系统治理、主动健康、理
念引领、文化营造”四大任务，建立幸福高效的老年服务
体系，打造“引领－赋能－参与－服务”的老年参与机
制，推动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服务公益事业、服务人口
高质量发展。

在具体实践中，我市建强体系，构建“乐活老龄”太仓
样本；探索创新，推动“老有所为”生涯发展；融合发展，促
进“事业产业”协同共进。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成功打造
了老年生涯发展指导中心、银发“零工驿站”、银翎伙伴计
划等亮点项目，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参与社会、发挥余热
的机会。此外，我市还注册了“颐养金仓”县域养老公用品
牌，开发了“爱爸妈优选”购物小程序，创新推出了“十助”
上门服务等，实现了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产业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倩）近日，国务院
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发布第
439期简报，充分肯定了合肥-太仓“新
三样”水水中转“一箱制”运输机制。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我
国新能源产业迎来加速发展新机遇，
特别是锂电池储能柜的市场需求日益
增长。随着储能柜容量的大型化发
展，储能产品的重量越来越大，传统的

陆路运输方式面临诸多限制和挑战。
为此，太仓海事局与合肥市交通运输
局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充分发挥太仓
港集港优势，研究确定了合肥-太仓

“新三样”水水中转“一箱制”运输机
制，实施“始发港管理、中转港互认”的
监管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货物
到达太仓后，不再进行危险货物安全
适运报告，非必要也不再进行查验。

“新三样”货物从安徽合肥派河港
码头启运，运输至江苏太仓港后换装
海船出口，相较公路运输，每箱运费节
省20%。据了解，“水水中转”的运输模
式不仅有效避免了陆路运输对储能柜
的损害，降低了运输环节的诸多风险，
在物流成本上也具有明显优势，每个储
能柜可减少约1200元运费，助力企业
实现“降本提质增效”。自2024年12

月27日首航以来，已保障船舶安全运
输6个航次，350余个储能柜完成集港，
累计为企业节省运输费用40余万元。

太仓海事局将持续完善和优化
“新三样”货物“水水中转”监管服务保
障机制，为新能源产品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安全的水上运输新通道，全力保
障“新三样”货物扬帆出海，在“一号工
程”建设中展现海事担当。

2024年度民政政策创新交流展示名单公布

太仓一项政策入选

太仓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凝聚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太仓样本

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现“太仓元素”
□本报记者 张立

合肥-太仓打开水运新通道
“新三样”运输新机制获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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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集宿区幸福集宿区””
暖暖““新新””更安心更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