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安镇街道按照“预防在先、发

现在早、处置在小”的工作原则，对校园

周边环境进行专项综合整治，严厉打击

和防范侵害中小学、幼儿园人身财产安

全的恶性案件和重大事故。据悉，安镇

街道以6月份为专项整治月，将校园周

边文化市场、环境、交通、治安、公共安

全、食品卫生等问题作为整治的重点，

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

（周勤瑜）

加快赶超发展 建设幸福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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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江阴市

在加快开发

区建设的同时，提出了建立“不开发

区”的新理念。全市6个镇划定200平

方公里“不开发区”，按各自特点，发展

高效生态农业。

多少年来，深圳开发、浦东开发，

开发区是华夏大地上使用频率最高的

热门词。开发区对促进我国经济建设，

居功至伟。但也有些地方乱挂开发区

牌子，开发区成了“抛荒区”；更有甚

者，某些乡村片面地提出“农村变城

市，土地变工厂”的极端口号，不仅造

成了资金、资源损失，而且破坏了难以

挽回的生态。

有些同志曾把城市化错误地理

解为“去农村化”，这是“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美、日、德这些发达国家

在提高城市化率的同时，也着力农

村现代化建设，以至消灭了城乡差

别。可以这样说，即便千百年之后，

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依然存在，农

民和农村亦相之依存；不过是更知

识化的职业农民和更现代化的“桃

花源”了。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辩证发展

的。有开发区，也必然有“不开发区”；

“开”能发，“不开”也能发。江阴市在开

发区建设方兴未艾之际，编制了6个

“不开发区”规划，高科技农业的发展

也蓬蓬勃勃。据统计，2009年江阴农

民平均纯收入增幅11%，而“不开发

区”农民的收入增幅为14%。

“不开发区”，意指不开发工业

项目，而专注开发生态农业、观光

农业、低碳经济的现代农业。这在

当前喧嚣的“开发”氛围中，不啻是

科学发展观的清新之风。素有鱼米

之乡的苏南，千方百计保护稻田不

开发，是为民生、为生态、为可持续发

展的大计！

可喜的是，锡山区也建立了众多

“不开发区”，如令人瞩目地建设了“一

区十园”，其中有被誉为“江苏农业第

一园”、“永不落幕农博会”的农博园和

万亩水稻园。 （下转二版）

本报讯 技术创新平台是企业集聚创新资源的
重要载体，近年来，各类创新平台在锡山逐渐显山露
水，成为引领创新、促进创新的“反应堆”。据统计，截
至目前， 全区拥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8 家，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7 家， 市外资研发机构 3 家，
院士工作站签约 11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院士工
作站数量均位于全市前列。 一批技术创新平台的建
立为我区发展创新型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全国最大的 EPS 生产商———兴达泡塑目前正
计划与南京理工大学合作建设一个泡塑新材料重点
实验室， 实验室着重高分子聚合发泡材料关键技术
的前瞻性研究。近两年，兴达泡塑连续建立了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院士工作站两个技术创新平
台，加快推进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孵化。 据了解，该公
司 2009 年专利产品总产值达 7.3 亿元， 其中，“可发
性聚苯乙烯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一项发明专利就为
企业带来了 2.97 亿元销售。 该公司负责人深有感触
地说：“以前办企业，销售是龙头；现在，研发是龙头。
企业只有拥有核心技术，才能持续发展。 ”

如果说创新是经济转型提升的引擎， 那么平台
建设就是激活创新的催化剂。近年来，我区逐步加强
对企业的科技“造血”服务，充分借助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的科研优势，以政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引导、鼓
励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从而通过加强创新
来掌握核心技术。 据悉，我区已经与国内 20 多家科
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实施各类产学研项
目超过百项。

平台在拓展，创新在升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亦
不断增强。无锡吉兴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于 2008 年建
立了 “江苏省汽车声学部件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通过该平台，吉兴公司与南京工业大学展开密
切合作，在“顶棚边角料粉碎造粒处理及应用”、“毡
类产品边角料开松成纤再利用” 等方面开展技术攻
关，掌握了核心技术，申请了发明专利 4 项。据悉，该
工程技术中心现已完成 45 个车型的 150 个项目 ，
其中 128 个产品形成了批量生产。 2009 年该公司仅
发明专利产品就实现销售收入约 2 亿元， 实现技术
交易额 1700 多万元。 无锡同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
2008 年被省科技厅批准建设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得益于各大名校、业界名流的广泛交流，有了雄
厚技术支撑的同方人工现已开发新品 20 余项，取得
专利 10 个，创造经济效益超过 2000 万元。 高度密集
创造出几何数级的产出，这正是创新平台的“点石成
金”之道。

日益浓厚的创新氛围， 也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
踊跃构建创新平台。 联茂(无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德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健鼎 (无锡 )电子有限
公司等三家外资企业在锡山设立研发中心， 这三个
企业的研发中心于 2008 和 2009 年先后被授予市级
外资研发机构。随着这些机构的设立，外资企业研发
本土化步伐明显加快，“技术溢出”效应也逐渐显现。

区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区还将继续加强
企业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鼓励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
略和品牌战略，力争到今年年底，使我区企业的研发
能力和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有较大跃升。

（华佳济涛）

今年 1—5 月份已制造微型电动汽
车 300 台，全部出口欧美国家。 在位于
厚桥街道嵩山路南侧一座极为普通的
厂房里，公司董事长华雪南语调平静地
介绍着公司今年以来的业绩。 然而，在
他略显疲惫的脸上，记者分明看到了无
锡地区首家真正意义上的低速微型电
动汽车成功面世背后的艰辛与付出。

江苏大红成莱宝驰机车制造有限
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是当时无锡地区
众多摩托车厂家之一。华雪南以其敏锐
的眼光，敢为天下先的奋发精神，在不
少企业家仍沉醉于摩托车制造带来的
丰厚回报之时， 提出了向低速微型汽
车、微型卡车，特别是微型纯电动汽车
领域进发的战略决策。 2006 年公司在
华雪南的带领下，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摩
托车生产， 开始向当时极少有人知道
的、谁也不敢保证成功的未知“地带”进
发。 两年后的 2008 年 10 月，全球经济
危机爆发很快波及中国经济实体，而莱
宝驰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已然抢先一
步赢得了先机。 2009 年下半年，100 多
台微型电动汽车从厚桥街道启运，跨越
重洋抵达法国，受到法国 Bellier 公司的
认可，也为法国公众所接受。

看似轻松华丽的转身，凝聚着华雪
南极其艰苦努力的付出，莱宝驰微型电
动车几乎耗尽了华雪南所有的积蓄，焦
虑难眠的日日夜夜，使华雪南几度欲罢
手言弃，但俯卧仰叹之际仍难舍心中那
份执着的“绿色”追求。

破釜沉舟、知难而进的勇气，为莱
宝驰的成功提升了指数。 从 2006 年开
始，莱宝驰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用于微型
电动汽车的研发、设计，五年来累计投
资达 3000 多万元。 长期只有投入没有
产出的局面，招来众多亲朋好友的极力
反对，最后连相知相伴几十年的老伴也
忍不住指责他，说再这样下去非把老本
赔光不可。站在十字路口的华雪南进退
两难，折了老本不要紧，但心中那份理
想信念何以实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华雪南回望那段日子说，“我唯有咬牙
坚持。 ”天道酬勤。 2009 年初，莱宝驰公
司首台微型燃油汽车研制成功；当年 5
月，首台纯电动汽车研制成功；当年 8月，
首批纯电动微型汽车启运法国；2010年 4
月在广交会上签订意向合同数千美元，
客户遍及荷兰、意大利、芬兰、西班牙、
巴西等欧美国家，市场曙光初现。

网罗人才、打破桎梏，在白纸上描
绘最美的图案，莱宝驰微型电动汽车拥
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华雪南几十年
的企业经营经验告诉他， 企业转型提
升，资金固然重要，但没有大批有胆有
识的技术人才加盟，再好的理念、设想

都难以付诸现实。 华雪南进大学、上科
研院所广揽人才，目前公司拥有的高级
工程师、技工人才以及产品研发和中级
技术人员占到公司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强，并组建了自己的技术研发中心。 公
司还与江苏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科研单位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成立联
合设计办公室。 今年 2 月 3 日，公司与
天津检测中心、天津清源电动车辆有限
责任公司共同签订了《共同开发纯电动
整车合同》， 达成共同参与开发 863 项
目的电动车整车项目的共识。 现在，双
方正紧锣密鼓进行样车的研发和试制，
并进入样车验收阶段，计划于本月底完

成合作成果。 3 月初，公司又与东风汽
车新能源研究院，就共同开发纯电动微
型汽车、微型卡车达成共识，并形成相
互采购关键零部件合作开发，进行市场
网络开发和销售，同时对电动汽车共同
开发、销售、平台建设达成协议，样车已
于近日完成验收。

此外，公司每年选派工程技术人员
到有关大学科研单位等进修、 学习，培
养科技骨干人员，并到相关院校选拔
科技人才充实研发队伍 。 公司总经
理助理周连明就来自浙江的吉利汽
车集团 ，现在在公司总经理陆小明的
带领下， （下转二版）

本报讯 6 月上旬的晴好天气为全
区夏收夏种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各镇抓住有利时机，精心组织机械
和劳力抢收抢种，截至 6 月 8 日，全区
已收小麦 7.03 万亩，占小麦种植面积的
74.2%； 同时 0.28 万亩油菜全部收割结
束。 据区农技站有关负责人介绍，受近
期天气多雨的影响，全区麦收工作预计
要到 6 月 15 日基本结束。

今年，有关部门加强了小麦科技入
户培训、高产创建、科普宣传等工作，并

积极开展小麦“四主推”即主推品种、主
推技术、主推配方肥、主推农药的应用，
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我区农业科技普及
的应用， 提高了农民种麦科学管理水
平，加之小麦生长期间天气条件总体有
利，各项田间管理措施到位，因而小麦
喜获丰收。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的应用和管理
的提升，小麦高产典型层出不穷。 区农
技站对各镇典型产量的调查情况进行
汇总，其中 11 户普通农户，小麦种植面

积 25.34 亩， 平均亩产达到了 404.3 公
斤；5 户农场及规模种植大户，小麦种植
面积 807 亩， 平均亩产达到了 356.5 公
斤。其中东港镇新巷村的顾国洪种植了
210 亩新品种“宁麦 14 号”，平均亩产高
达 410 公斤；太湖水稻园区周小江种植
“镇麦 168 号 ”400 亩 ， 平均亩产达到
386.5 公斤； 东港镇黄土塘村罗保根种
植“扬麦 16 号”4.5 亩，亩产 445.6 公斤；
东港镇黄土塘村骆永和种植 “宁麦 14
号”1.35 亩，亩产 444.5 公斤。 （农技）

坚守，只为心中那个绿色的梦
———无锡地区首家低速微型电动汽车扬帆起航记

全区麦收工作 6月中旬基本结束

科技入户催生一批高产典型

本报讯 “新形势下社区经济发
展难题怎样破解 ”，“云林文化资源
如何挖掘”，“城市建设与管理如何
完善”，“生态治理如何有效推进 ”，
“外来人口管理与服务水平如何提
升”，“社区建设怎样提升群众幸福
感”……日前，云林街道召开了一次
建言 “十二五 ”规划 、献计 “幸福云
林 ”座谈会 ，来自各行各业的 20 多
名与会代表畅所欲言， 在回顾总结
街道成立一年来取得成绩和存在问
题的基础上，积极为制定 “十二五 ”
规划、建设“幸福云林”出谋划策，描
绘云林未来发展图景。 街道亲民、透
明以及求真务实的作风， 也让受邀
代表大为称赞。

“面对全区新一轮转型优化跨

越发展大局， 云林街道应该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
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作为一个新
成立的街道， 发展过程中没有成熟
经验可学、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 我
们必须明确自身发展定位， 紧紧围
绕服务开发建设这一中心， 找准工
作切入点， 积极为开发建设打造高
品质环境，真正造福于云林百姓。 ”
意味深长的开场白， 引起了与会者
的共鸣。 围绕当前推进的“幸福”建
设活动， 云林街道认真总结反思成

立一年以来的工作， 同时深入开展调
研，坚持敞开大门，积极开展寻策、问
计、求智活动，通过集思广益来进一步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和“十二五”规划
编制的透明度、民主参与度。

坚持寻策于民。 为使规划与发
展思路更见具有前瞻性、 科学性和
指导性， 云林街道以座谈会、 讨论
会、 征询会等形式 ， 通过议思路 、
谈发展 、评模式 ，就发展环境、发展
模式、发展思路以及城市建设、生态
治理、 （下转二版）

本报讯 锡山地税局的统计数据表
明， 今年 1-5 月入库个体税收 3687.7
万元，同比增长了 81.2%。

如何增强个体税收征管力度，锡山
地税部门推出了系列新举措。巩固深化
个体社会化征收，在完善各专业市场代
征延伸点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了社会化
征收业务培训，定期开展漏征漏管户清
理，坚持国地税信息差异比对。 地税部
门还在全市率先推进营业税定额发票
领购环节征税， 把个体委托代征系统、
国税专票代征、征管 3.0 系统税款批扣

等操作全部纳入正常轨道，从而使扣税
差错率明显降低。同时明确了定额发票
领购环节征收税款范围，对未达起征点
的领票单位全部调高定额至起征点。有
效科学的管理，使地税部门对个体营业
税定额核定面始终保持 100%， 个体定
额总体增幅达 7.6%，其中餐饮 、娱乐 、
美容美发等重点行业增幅达 28.4%。 此
外，地税部门还实施征管绩效全过程评
估监控，促进个体税收征管质量稳步提
升。

（地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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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策于民 问计于民 求智于民
云林广泛开展“十二五”规划及幸福建设建言献策活动

地税税收管理出成效

前五月个体税收劲增八成以上 本报讯 昨天， 锡北镇周家阁
村九房一自然村一条壅塞的烂泥小
沟，经锡山三建公司的整治，已经面
貌一新，基本完成清淤和驳岸修建，
按照规划， 不久这里将变成一条绿
草铺地、绿树环绕的农家小渠。

这条小渠所在的九房一自然村
和另一个自然村九房二两个自然
村， 从两个星期前结对共建的锡山
三建公司进场施工以来， 已完成大
部分房屋的粉刷出新， 用挖掘机等
清理田头路旁长年堆积的垃圾 10
多吨，河岸清理、破旧房屋维修以及
绿化等工作正加紧进行。

这是锡北镇开展的 “百企联百
村、 共建新农村” 活动中的一个镜
头。 为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大力改
善农村环境面貌， 今年初锡北镇党
委政府在全镇组织开展 “百企联百

村、共建新农村”活动 ，引导企业参
与新农村建设。 从 4 月初全面发动
以来， 全镇企业积极响应，100 多家
镇村重点企业踊跃参与， 与 100 个
自然村开展结对共建。 锡山三建等
企业利用自身设计和施工能力 ，率
先开展共建活动， 组织人力物力进
行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 。 锡州机械
等企业率先出资共建 ， 在整治施
工前将 30 万元扶助资金交给结
对共建的泾西村委， 以便整治工程
顺利推进。 全镇机关人员和教职员
工也踊跃参与， 与寨门村赵袁家自
然村结对共建， 通过捐款募得共建
资金 26.31 万元， 并于 6 月 10 日送
到寨门村委。 为更好组织结对共建
活动，锡北镇从规划入手，充分调动
各方面积极因素，分批多路推进，确
保年内完成 100 个自然村庄的高标

准整治。 在整治规划上发挥镇、村和
共建企业三个主体的作用， 既可由
镇组织设计， 也可由村和共建企业
组织设计，全面加快规划设计进度。
到目前已完成 30 多个自然村的整
治规划设计。 在整治过程中，镇里统
筹协调，把污水接管、环境整治等工
作有机安排， 做到污水接管工作完
成一个村， 整治工作启动一个村 。
根据总体进度安排 ， 今年 6 到 9
月每月将完成 20 个自然村的污水
接管工作， 村庄整治工作分两批进
行，第一批在 9 月底完成。 第二批整
治村庄在 11月完成。 镇有关部门根
据职责分工， 切实抓好整治工程的
招投标和质量验收， 确保结对共建
工程成为精品工程， 成为群众满意
工程。

（锡北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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