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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经

济增速放缓的趋势，菱塘回族乡在市委、市政

府的的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乡人民，努力

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千方百计破解发展难题，

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惠民生、促

和谐等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中

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全年实现 GDP23.6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8亿元、全部工

业产值129.7亿元、全部工业开票销售45亿

元、财政收入1.834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12万元。

今后几年，特别是2014年是菱塘回族乡

实现大发展快发展的关键期和黄金期，省市

各级出台的利好政策，外围交通搭建的高速

平台，乡镇合并带来的追赶动力，产业优势转

出的发展机遇，等等，都

需要菱塘积极争取政策

对接、放大优势效应、实

现率先崛起。主要思路

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省市

全委会议和加快苏中发展工作会议的新要

求，把握“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总基调，坚

持“三业转型、四区联动、五镇同创”的思路，

围绕“加快追赶融合，全面争先进位”主题，着

力实现融合发展、转型发展、持续发展、精明

发展和统筹发展，提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

合竞争力，开拓菱塘经济社会事业更加广阔

的前景，努力走在全市在沿河地区率先崛起

的前列。奋进目标是：一个倍增，即：到2015

年底，主要经济指标在2010年的基础上实现

倍增，GDP年递增10%，全部工业产值年递

增 20%，开票销售年递增 20%，财政收入年

递增15%，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12%；一

个达到，即：2016年底，人均

GDP、城镇化率、信息化发展水

平、居民收入水平、绿化水平等

主要指标达到省定的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要求；一个

实现，即：通过今后几年努力，

在全国民族乡镇中率先迈向基

本现代化。

围绕上述思路和目标，菱塘回族乡将坚

持“五为”，实现“五个发展”：

突出坚持“民族为牌”，着力实现“融合发

展”。重点突出树好民族牌，加大向上向外争

取力度，根据省市帮扶少数民族乡村建设的

一系列文件，积极主动跑省跑市，紧盯项目信

息，跟踪促成到位，保证资金落实。重点突出

空间布局谋划，抢抓光电科技产业园与送桥

镇实行区镇合一、市委市政府将产业园北部

工业区划归菱塘和盐宁高速穿越我乡的有利

时机，加快与光电科技产业园区、与高邮城

区、与宁镇扬和苏锡常、与长三角核心区规划

与板块的融合，增强乡域科学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

突出坚持“创新为重”，着力实现“转型发

展”。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

新精神，力促企业提速做大、产业提质做强、

产品提档做优。把培育规模企业作为重心，把

加快企业上市步伐作为重点，把扶持中小企

业发展作为培植后劲的重头戏，全面提升电

线电缆、新能源新光源、服装轻工、机电建筑、

高效农业及清真食品、特色旅游及服务业等

产业的运行质态。引导扶持重点产业及重点

企业与域外大企业、大公司、大集团搞好协作

配套，增资扩股，联合嫁接，着力推动产业结

构向高新型转变、骨干企业向规模型转变、运

行质态向效益型转变、增长动力向创新型转

变，努力把菱塘建成创新产业发达、创新技术

领先、创新载体优良、创新人才聚集、创新

体系健全的创新型乡镇。

突出坚持“项目为王”，着力实现“持

续发展”。把优质的重大项目作为实现持

续发展的根基，坚持“引独资、抓增资、促

合资”并举，加快建立政府推动、部门联

动、企业主动、全民齐动、激励促动的招商

新机制，更加注重招引项目的科技含量、

产业层次、投资强度、产出效益和生态影

响，努力引进一批高科技、高产能、高效

益、高回报的基地型、产业链项目，以重大

项目为载体来做强工业支撑、夯实农业基

础、促进建筑业提升、催生服务业繁荣、壮

大乡域财源经济。

突出坚持“生态为先”，着力实现“精

明发展”。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战略，从精心规划

入手，增强精品意识，推进精细举措，实现

精明发展。坚持经济账与民生账齐抓，发

展账与生态账共算，围绕工业集中区、城

镇建设区、民族旅游区、高效种养区“四区

联动”的思路，大力实施和建设一批基础

性、功能性、特色性民生工程及惠民实事，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充分保护回文

化、水文化、古文化，充分挖掘民族风情与

现代文明的结合点，充分利用菱塘的生态

资源，做活做优民族游、生态游，实施“五

镇同创”，即：积极争创全国美丽乡村、全

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全国绿色低碳乡

镇、全国园林城镇、中华诗词之乡等，举全

乡之力把我乡打造成为省、市对外交往的

“重要窗口”。

突出坚持“党建为基”，着力实现“统

筹发展”。 坚持着力提高党建科学化水

平，以提升科学发展能力为主线，以激励

干事创业、推进创先争优为导向，以党风

廉政建设为重点，探索发挥党员主体作用

的渠道，优化基层组织的设置，拓宽党建

为民的平台。在党建工作的强劲引导和保障下，

完善社会关爱体系，坚持以人为本，大力营造民

族团结、和衷共济氛围，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创建成果，发展养老事业，推崇人文关

怀。统筹社会事业体系，丰富和谐内涵，提升文化

品位，倡扬文明新风，坚持推动教育、科技、文化、

体育、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全

面进步。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畅通民意渠道，推进

依法行政，保障公共安全，推动法治、诚信、平安、

和谐、幸福菱塘建设进程，推动经济和人口、资

源、环境协调发展，把菱塘建设成为“人人崇文尚

德、事事公平正义、家家安居乐业、处处繁荣发

达”的全国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