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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金点子征集小分队”

走进淮阴师范学院、走进淮安发

展研究院，淮安发展研究院特聘

研究员、市科协调研员夏善宏积

极主动参加，早早做好准备，提

出“三大思维”助力城市高质量

发展“锦囊妙计”。

“以工业强市思维提升淮安

发展后劲。”夏善宏分析，目前淮

安工业龙头企业、骨干企业相对

较少，工业产值较低，久而久之

很有可能导致城市经济发展相

对落后。对此，应该重视工业强

市的思维，不仅要发展一些大企

业，还要将“全民工业”思维运用

好，比如从事农业的人们不仅要

搞好规模化农产品种植，还应想

办法提升其产品附加值。在一

年一度的淮安食博会中，除了全

球特色食品展销外，还可以延伸

食品机械等工业链产品展销等，

通过食品产业链综合展销，根植

“全民工业”思维，吸引食品企业

落地生根。

“以经济发展思维做好城市

规划。”夏善宏认为，在距离市区

较远的县区增设新商圈，同时可

以选择性地在河边设立类似北

京后海那样的新型功能中心，在

不破坏绿化、不影响城市美观的

情况下，开设咖啡店、书店等休

闲娱乐地点。

“以旅游思维发展商贸流

通。”对于这点，夏善宏认为可将

小商品市场打造成旅游景点，以

特色旅游发展促进特色经济发

展，通过借鉴海宁皮革城的皮革

销售和景点建设模式，进一步发

展位于淮安市中心地段的汇通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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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碰撞思想火花
——“金点子”征集活动走进淮阴师范学院

近日，“我为淮安高质量发展献
一策——金点子”征集邮箱里收到
来自淮阴师范学院淮安发展研究院
的研究人员的多条“金点子”，有的
涉及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旅游文化
等热点问题，有的立足生活，围绕衣
食住行，字里行间透露着专业性与
对淮安的深切热爱。淮阴师范学院
淮安发展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庄飞通
过邮箱提出了多条“金点子”，他更
希望“金点子收集小分队”能够与研
究人员们面对面交流，探讨建设美
好家园的良策。12月 16日，本报
“金点子收集小分队”如约走进淮阴
师范学院淮安发展研究院，大家齐
聚一堂，畅所欲言，将已提出的“金
点子”细化升级，思想碰撞也再次激
发了研究人员的灵感，进而产生了
更多新的“金点子”。

据了解，淮安发展研究院成立
于2015年6月，其前身为淮阴师范
学院与淮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
同成立的“淮安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2014年8月被淮安市社科
联设立为全市首家决策咨询研究基
地。淮安发展研究院先后与淮安市
政府研究室、淮安市统计局、大运河
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等7家单位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是市委办公室信
息直报点，2020年被市委办公室表
彰为 2020 年度信息工作先进单
位；先后有20多篇研究报告获得省
领导、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
或采用，编印省内连续出版物《生态
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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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9点，淮安发展研究

院院长何伟、特聘研究员夏善宏、

办公室主任庄飞等6名专业研究

人员围坐在会议桌前。第一个有

关“人才”的热点问题迅速点燃了

大家的讨论热情，他们纷纷围绕

“人才使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

等方面道出内心想法。

“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政府职能

部门，更需要专业科班出身的人

才。”何伟率先发言。在选择使用

人才方面，他认为，在专业性较强

的行业中，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具有相关学习经历或工作经验，对

行业发展将具有更全面、更系统的

把握和了解，更有助于深入创新地

开展专业业务等相关工作。

“人才使用、人才引进是后续

工作，人才培养才是前提和基础。

可以打造特色人才集聚区，为人才

提供发展平台。”庄飞认为，要加强

自主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人才

创业孵化基地，畅通人才发展渠

道，加大重特大项目研究申报等各

类人才发展扶持，进而吸引淮安高

校师生及外来人才来淮创业。此

外，实施以产业和人才为主体的人

才激励制度，开展人才管理评比与

表彰活动。实施人才积分制，依据

评级发放奖金；对有卓越贡献和重

大贡献的人，提请授予淮安市人才

勋章。

对于如何培养更多人才，何伟

建议，增加城乡民办类综合高中建

设，通过引进民间社会资本开设有

别于传统高中教育的综合性高

中。高一阶段学生可以统一学习

基础文化课程，高二阶段根据学生

个性发展对学生进行分流，高三阶

段根据学生分流情况进特色教育，

为学生后期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

教育做好前期准备。“随着社会发

展，就业要求也逐渐提高，高学历

年轻人就业相对更加容易。高中

教育是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重

要连接环节，是学生发展的重要阶

段，社会要畅通孩子们接受特色高

等教育的渠道。”何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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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淮安正抢抓大运河

文化带、长三角一体化、淮河生

态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叠加实施

和区域条件显著改善等机遇，

聚焦打造‘绿色高地、枢纽新

城’发展定位，加快建设长三角

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努力走

出一条具有淮安特色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胡俊是淮安发展研

究院的管理学博士，他认为，打

造“运河之都、百里画廊”淮安

城市品牌，可以从多个方面入

手：

首先，打造“伟人故里、运

河之都、淮扬美食文化”联合风

光带。淮安有“伟人故里”“运

河之都”等多个称号，但文旅景

区小且分散。学习镇江将金

山、焦山、北固山融合打造三山

5A旅游景区的成功案例，淮安

可依赖里运河水运风光优势，

将清江浦里运河文化长廊、河

下古镇、伟人故里、淮扬美食等

元素融合起来，打造淮安文旅

美食风光带；可大力发展“文

旅+农业”新业态，例如盱眙是

我国重要的小龙虾养殖基地

之一，依赖盱眙特有形象品牌，

打造小龙虾文旅小镇。

其次，联合苏北周边城市，

打造“旅游+”新业态。淮安交

通越发便利，聚力打造“绿色高

地、枢纽新城”更是提高了淮安

与周边地区融合的可能性。与

宿迁、徐州等地文旅融合，通过

将宿迁的霸王故里、徐州汉王

故里等与淮安韩信故里等汉代

元素相融合，共同打造两汉文

旅“旅游+汉文化”融合平台；淮

安作为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

的发源地，可依赖连云港地区

的西游文化与淮安西游文化碰

撞，将连云港的花果山景区与

我市西游乐园、吴承恩故居等

元素融合，聚力开展西游文化

节活动，打造“旅游+西游”新业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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