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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江苏省政府日前召开
外资企业政企沟通圆桌会议，戴尔科
技、林德、爱尔集新能源等 12 家外
资企业高管发言，他们表达继续在江
苏投资发展的信心。

聊增资，有信心坚定投资江苏

林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中
华区总裁李臻旻说，林德作为最早进
入江苏的外资企业之一，扎根江苏近
26 年，在江苏总投资额超过 10 亿美
元，预计未来两三年将继续在江苏增
加投资近 20 亿元人民币。

塞拉尼斯南京工厂是美国总部在
中国的第一家独资工厂，也是最早入
驻江北新材料科技园的企业之一，南
京工厂已成为塞拉尼斯在中国最大的
一体化综合生产基地。公司总经理马
丁说，2021 年，南京工厂业绩表现强
劲，年产值同比增长 108%。今年 5 月
6 日，塞拉尼斯（南京）化工有限公司
液晶聚合物项目签约。签约的项目包
含3条液晶聚合物生产线及相应设施。

爱尔集新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首席财务官申东焕说，去年
12 月，在南京投资了两个项目，投资

额 10.5 亿美元。目前，又在洽谈新的
项目，明年底将完成厂房建设等。布
雷博（南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在
南京发展已有 20 多年，在南京有两家
工厂，是一个汽车制动系统的提供商。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施德文说，未来
准备将溧水工厂的生产规模扩大一倍。

江苏省商务厅厅长陈涛说，今年
前四个月，江苏吸收外资稳健运行，
外资规模保持中国第一。

聊诉求，外资企业想法真不少

圆桌会议是表达诉求的好机会。
戴尔科技集团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
联席总裁王利军说，加强供应链的韧
性和灵活性是目前他们最关心的问
题。他说，由于疫情等种种突发原因，
电子信息产业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供应链的管理日趋复杂。“我们
看到江苏有很多好的做法。比如政府
部门的协调，及时响应企业的需求，
复工复产的闭环管理和物流的跨省协
调，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的复工
复产。”王利军说，电子信息产业链
的绿色化和智能化是电子信息产业链
发展的必然方向，他们在太湖周边技

术支持了 300 多个水库，一年内帮助
上游供应商节水 40 万吨，减排污水
40 万吨，期待进一步加强和江苏在
该领域的合作。

博西华电器（江苏）有限公司董
事长姚勇提到了“缺芯”的问题，“国
内外消费者对中高端家电的需求持续
增加，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电
子芯片的短缺。此外，还有成本上升
的问题。家电行业原材料价格、物流
成本不断上升，这些都造成产品生产
成本的上升。”

福特汽车工程研究（南京）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兵说，企业防控疫情支
出加大，“之前因为疫情，企业处于
静默期，对于政策不太了解。是否可
以有合适渠道，给到相对比较确定的
信息，有助于企业基于这些确定性的
信息进行一些生产制造的布局，让企
业能够提前知晓相关申请条件、申请
周期等，同时希望政府建立一个复工
复产的公共话务平台。”

安川（中国）机器人有限公司总
经理安野真佐和、无锡村田电子有限
公司总经理锦织巧，两人都谈到了人
才支持的问题。他们说，为了今后的
增产，对于雇佣专业技术人员问题，

希望政府能在专业技术人员相关政策
上给予支持。

企业问得直白，政府答得坦然

圆桌会议上，江苏各个厅局的相
关负责人现场对企业提出的诉求给予
了解答。

“我注意到各位企业家提到的需
要发改部门协调推进解决的问题有 5
个，涉及长江大保护、绿色能源、产
能管控、政府信誉以及监察管理。”江
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显东说，“这
些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问题如能
得到依法合规的解决，将有利于江苏
市场化、法治化环境的建设。下一步将
会同相关部门和相关专家进一步认证，
以最快的速度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防疫隔离政策也是外资企业关心
的热点。江苏省外办主任孙轶介绍，
新的政策已出台，持有外国人工作许
可的外籍人士不再需要邀请函。“同
时，江苏增加了核发邀请团队的主体，
大多数人不再需要到省级外事部门来
办理邀请函，各个市的相关部门都可
以办理。入境之后的隔离管控时间也
已做了改变。”

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船舶
海工产品如钢铁巨人列阵长江
口。一季度，园区完成规模以上
工业应税销售 47.6 亿元，同比增
长 25.6%，不少企业的订单已排到 
2023 年甚至 2024 年。

一场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传出外企持续投资江苏的强烈意愿——

长江口的“钢铁巨人”

长三角铁路
逐步实现
开车正常化

连云港首座
绿色低碳示范变电站投运

【本报讯】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日前消息，随着上海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铁路部门自 6 月
10 日起持续加大长三角地区运力投
放力度，重点增加上海地区列车运行
班次，逐步实现开车正常化。

据介绍，6 月 10 日至 19 日期间，
铁路部门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高考
结束后学生出行等客流变化情况，继
续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动态灵活
安排运力，重点增开上海至湖南、西
北、成渝、东南沿海等长途方向，以
及至宁波、温州、合肥、阜阳、徐州、
连云港等短途方向旅客列车。其中，6
月 10 日上海地区恢复开行旅客列车 37
列，当天开行列车总数达 106 列。6 月
20 日起，铁路将实施今年第三季度列
车运行图，届时将发挥好新图调整后
的效能优势，根据长三角地区客流变
化全面投放运力，迎接暑运客流到来。

【本报讯】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的
220 千伏梁丘变电站全电压等级日前全
部投运，这是连云港首座绿色低碳示
范变电站，投运后全站每年可减少碳
排放 480 吨。220 千伏梁丘变电站是江
苏北部电网加强工程，建设全程贯彻
绿色低碳理念，站内空调采用地源热
泵系统，每年可节约用电约 17 万千瓦
时。与常规空调相比能够节能 60%。

同时，变电站内设置全域雨水收

集系统，施工期间与防尘喷雾联动，
实现工地防尘用水零增加；投运之后，
雨水收集可用于绿化养护。变电站室
外全部安装太阳能路灯，室内使用节
能微波感应灯，实现“按需照明”。
打造“光伏、市电互补离网系统”，
在变电站站房、车棚等所有建筑物上
建设屋顶光伏，并与地源热泵系统、
照明系统、排风系统联动，实现变电
站能源“内循环”。

▲连云港市徐圩港区，盛虹石化虹洋港储液体散货泊位项目顺利通过交工
验收，这标志着中国首座全面应用装配式工艺的高桩码头即将投入运营。

江苏 5 家企业获中国首批
零碳农产品认证证书

江苏省区块链发展协会成立

全球最大塔式起重机徐工交付

【本报讯】在第十五个“世界认
可日”，南京普朗克科贸有限公司、
江苏一号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江苏企业获得中国首批零碳农产品
认证证书。

零碳负碳农产品是指农业生产过
程中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小于或等于零
的农产品。

农业活动既是中国第三大温室气
体排放源，也是一个巨大的碳汇系统。

零碳负碳农产品生产，以减少碳排放、
增加碳汇和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为手段，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
等农业生产方式，从而实现高效率、
低能耗、低排放和高碳汇。在“双碳”
目标下，推动零碳负碳农产品生产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 月 9 日，首批零碳认证有机蔬菜
在南京盒马 ITC 门店正式销售，共有
20 个品种。

【本报讯】江苏省区块链发展协
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召开，标
志着该省区块链发展协会成立。协会
成立后，将主要协调开展区块链技术
研究和学术交流，推动区块链与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提高江苏省区
块链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并积极参与
区块链“新基建”建设，探索“区块链 +”
创新发展，推动区块链技术场景应用
落地，赋能实体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

现代化。
去年，江苏区块链领域专利授权

417 件，同比增长 106.7%，工商注册
区块链相关企业数量超过 8500 家；在
中央网信办公布的 8 批国家区块链信
息服务备案项目名单中，江苏入选项
目达 157 个，居中国前列；苏州获批
中国首个区块链发展先导区，以南京、
苏州、无锡为代表的“1+3+N”产业布
局基本形成，江苏区块链发展步入快
车道。

【 本 报 讯】 随 着 750 吨 载 重 物
被成功吊起，拥有 10 项世界首创技
术的、全球最大塔式起重机——徐
工“XGT15000-600S” 日 前 交 付，
实现中国制造在桥梁建造装备领域
的新突破。

这台整机重量超过 4000 吨的超
大型塔机，历经 10 年技术积淀，由
徐工和有建桥“国家队”之称的中铁
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联手研发。这一
为“超级工程”配备的“超级装备”，
突破了 60 余项关键核心技术，拥有
双侧六缸同步顶升、四机构双变幅协
同作业、液压系统闭环平衡泵控等 10
项世界首创技术，整机综合技术水平
处于国际领先。

该 塔 机 交 付 中 铁 大 桥 局 后， 将
用于世界最大跨度斜拉桥——常泰
长江大桥和世界首座双主跨均超千
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巢马城际
铁路马鞍山公铁两用长江大桥的施
工建设，将在 300 米以上高空完成

▲世界最高输电铁塔——江苏凤城至梅里 500 千伏长江大跨越工程现场，国
网江苏电力施工人员正在百米高空跨越长江架设导线。该工程建成后，可满足约
800 万户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有效提升长江两岸电网互联互通、互补互济能力。

一系列最大吊重超过 500 吨的钢塔
吊装作业，满足桥梁建设模块大型
化发展的新需求。

业绩表现强劲，有何理由不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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