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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初心 勇担当“盆景”蔚然成“风景”
—常州市工商联深化全国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试点工作侧记

深化“两个健康”试点工作。2023
年，新时代“两个健康”创建工作列入全
市“532”发展战略年度重点项目、市委
深改重点改革任务，并获评2022年市
委深改项目优秀改革案例。加强示范
引领，开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市、区）和标杆民营企业培育工作，引
导民营企业深耕实业、做精主业，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
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方光华、安立佳、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
会长李兆前等领导来常调研期间，对常
州“两个健康”先行区试点成效给予充
分肯定。作为全省唯一，市工商联在全

联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暨新时代“两
个健康”先行区创建经验推广试点工作
会议上作交流发言。

研究“两个健康”指标体系。加
强与省社会主义学院、南京大学等协
作，完善评价体系，优化评价指标，准
确评价衡量我市“两个健康”发展水
平和成效。组织开展“两个健康”第
三方评价工作，加强评价结果运用，
指导推进全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积极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从企业需求和切实利益出发，推动部
门换位思考，大力推进民营经济领域

统战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事项再
简化、申报再简化、流程再优化，继续
探索一批具有先行性、示范性、可复
制的工作措施，探索形成实践成果、
制度成果、政策成果。

打造“两个健康”示范基地。依托
常州作为大运河工业旅游文化带独特
优势，拟在常州经开区筹建新时代“两
个健康”主题展馆，梳理发展脉络和理
论体系，生动展示“两个健康”重要论述
和时代价值，力争成为全国“两个健康”
教育示范基地。借鉴先进经验与常州
实践相结合，探索打造可复制、可推广
的“两个健康”先行区有形载体，着力培

育一批市、区、镇“两个健康”示范基地，
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更多鲜活的“常州
样本”。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当
前，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
叠加、机遇无限。常州作为全国“两个
健康”先行区试点，始终坚持对标一流、
先行先试、科学指导的原则，着力推动

“试点先行”向“示范引领”跨越，其未来
的探索实践将会为赋能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政府管理服务开拓出新的“常
州模式”，也将推动常州民营经济行稳
致远。

常联宣

近年来，常州以全国新时代“两个健
康”先行区创建经验推广试点为契机，紧
扣“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城
市定位，聚力“新能源之都”建设，积极营
造“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的浓厚氛围，加
快推进创建经验“盆景”变“风景”，全面开
启以“两个健康”引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模式，奋力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
常州答卷。

持续增强民营经济社会贡献度。
近年来，常州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增加值、市场主体占比、税收
就业贡献率等指标连续逐年提升，民营
经济贡献度不断加大，民营企业成为市
场经济绝对主力。2021年，常州获评
全国首批8个“民营经济示范城市”之
一，相关经验做法向全国推广。目前，
全市有200多家行业隐形冠军企业，上
市民营企业91家，获中国工业大奖、工
业强基工程项目、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
均列全国地级市前列。2023年，入围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8家、“中国民营
企业制造业500强”10家。在“2023江
苏民营企业200强”“2023江苏民营企
业制造业100强”等五大榜单中，我市
民营企业入围数均位于全省前列。单
项冠军、工业大奖总数列全国同类城市
地级市第一。

建立健全民营经济服务保障体
系。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围绕新时代

“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工作制定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成立“关心支持服
务企业家政策研究推进专班”，建立支

持企业家创新创业、服务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出台《关于
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服务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强
化市场主体培育，逐步形成完善的政策
服务体系。市、区两级建立完善民营经
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制定《全市民营
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实施办法》，建
立健全民营企业家意见建议受理办理
工作机制，每年召开全市民营经济发展
情况通报会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畅通
交流沟通渠道。

多元打造民营经济服务载体建
设。积极推进民营经济服务载体建
设，在全国首创联合打造“常州市非公
有制经济法治护航中心”，整合各类资
源，菜单式、一站式为民营企业提供风
险防范、政策查询、纠纷化解等60项全
生命周期服务。五年来，举办法治大
讲堂等5000余场，为2.8万余家民营
企业排查风险点30万个，帮助解决劳
动争议、知识产权保护、债权债务等涉
法问题 3000余个，节约成本超 20亿

元。在全省首建“常州市民营经济人
士之家”，率先成立金融服务专门委员
会、市级商会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等，
武进、溧阳、常州经开区等地相继建立

“民营企业服务中心”“商会之家”“一
站三中心”等企业家宣传服务平台，探
索构建全周期、全方位、全要素为民营
企业赋能的格局。

以务实之为优化营商环境。持续
开展全市营商环境评价和民营经济营
商环境满意度获得感测评，民营经济
营商环境满意度持续提升，继续位列
全省第一方阵。在全市设立首批
100个营商环境监测点，研究出台《全
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促进优化营商环
境十大措施》《常州市亲清政商关系正
负面清单》等举措，列出政商交往正负
面四张清单共计32条，着力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开展“常州企业家日”
活动，发放纪念“首日封”邮折和“常商
服务卡”。坚持每年开展优秀企业家
表彰活动，连续4年开展“送服务、解难
题、办实事”行动，累计走访企业超1.2
万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4300余
条。市工商联获评“常州市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先进集体。

以务实之策服务民营企业。深化

“1+N”合作机制品牌，建立健全科技、
法律、金融、税务、人才等服务平台。“+
科技”，与市科协联开展“科学家+企业
家”技术经理人入企行动、知识产权巡
讲科普系列活动，加快推动企业科技创
新步伐。“+金融”，优化金融服务专委会
服务举措，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向全
市43家商会2374家企业授信165.01
亿，为民营企业发放各类贷款4000多
亿元。打造“常系列”普惠金融产品的
做法作为全省唯一金融案例入选2022
年全国营商环境创新发展典型案例。“+
税务”，联合市税务局开展“春雨润苗”
行动，推出3大类12项服务措施。“+法
治”，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工作，建立第三
方监督评估机制，公开选聘专家团队，
办理合规案件47件。成立市级商会人
民调解指导委员会，发布工作规则，聘
任133名市级特邀调解员和42家特邀

调解组织，健全市、区、镇三级调解组织
网络，构建“1+7+N”模式，化解涉企矛
盾纠纷280余起，涉及金额6200余万
元。常州市工商联、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司法局协同实施的《创新打造商会调
解“1+7+N”常州模式》、常州市工商联、
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协同实施的
《企业合规建设全流程协调工作机制
“常州模式”》项目，分别被省工商联、省
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
合认定为民营企业产权司法保护协同
创新实践典型。

以务实之举赋能改革创新。实施
清廉民企建设，制定出台《关于推进清
廉民企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组建工
作专班，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实施思
想筑廉、文化润廉、服务促廉、典型引
廉“四廉工程”，构建“三联三促”机制，
向全市民营企业发出《清廉民企倡议

书》，制定廉洁文化项目清单。推动商
会改革发展，成立上海、广东省江苏常
州商会、常州市新材料产业商会，筹建
北京市常州商会，扩大商会组织在重
点地区和新兴产业领域的覆盖，全市
商会总数达 292 家，会员数超 35000
家。创新开设“常商论坛”，举办“聚势
新能 智创未来”“探索绿色经济新动
能”“金融赋能 共赢发展”“聚焦专精
特新 赋能常州智造”“企业数字化转
型”“护航民营企业走出去”等主题活
动，打造企业家展示风采的新平台，交
流合作的“朋友圈”，思想引领的新阵
地。开展直属商会组建管理及商会拟
任负责人评价及商会骨干、秘书长业
务培训等工作，提升商会建设规范化
水平。举办市总商会智力运动会，打
造“常商先锋”党建品牌，不断增强组
织活力。

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围绕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举办宣讲
报告会，向全市企业家发出“敢为敢闯

敢干敢首创 做新时代优秀企业家”倡
议书，组织开展高质量发展大讨论、年
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民
营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培训等活动，筑牢
民营经济人士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编
撰市工商联成立70周年《常州商会》特
刊，联合常州日报、广播电视台开设《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常商故事》和《常
州民企力量》专栏。首个“企业家日”相
关报道在《中华工商时报》《新苏商》、

“常州发布”等近20个各级各类媒体平
台刊登，阅读量近20万次。市工商联
获评“2022年度江苏省非公有制经济
好新闻”优秀组织奖。

深化“薪火传承创新创业”行动计

划。建立完善新老一代企业家人才数
据库，入库新、老两代企业家已达220
余对。出版《薪火传承》专集，讲好新
老两代企业家不忘创业初心、传承事
业发展的动人故事。连续实施两轮民
营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举
办百人班、千人班、万人班累计78个，
开展“民企管理升级”系列公益培训，
参训人数超4.1万人次。组织企业家
走进上海交大，推进产学研资源深度
融合。“百千万工程”被国家发改委列
为地方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典型做
法在全国推广。

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坚持把
光彩事业作为引导民营企业家履行社

会责任的重要载体，鼓励支持民营企
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
启动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召开工
作推进会议，发出行动倡议，吹响“集
结号”，建强“主阵地”，夯实“示范点”，
积极探索扩大就业、培植税源、参与扶
贫等途径，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召开
市光彩会换届大会，为8个乡村振兴光
彩基金进行集中授牌，实施村企结对
项目 184个，经营类项目投资 114.70
亿元，解决就业1.5万余人，培训人才
近5000名。全市累计建立百万以上
光彩基金总数461个，其中千万以上
73个，协议资金总额达18.4亿元，累计
投入使用12.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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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薪火传承》专集

全联主席高云龙来常调研

市光彩事业促进会换届暨乡村振兴光彩基金授牌

广东省江苏常州商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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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之都”发展机遇民营企业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