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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每两个人戴的眼镜中，就
有一个人的镜片是产自丹阳，一个人
口不足百万的县级市，每年却吸引了
约 100 万人从各地来到这儿配眼镜，
一副小小的眼镜让这座城市蜚声海内
外。眼镜，作为丹阳支柱产业和特色
产业之一，为丹阳赢得了“中国眼镜
之都”的美誉，也已成为丹阳一张靓
丽的城市名片。
       丹阳有1600多家眼镜相关企业、
5 万多名从业者，镜架年产量 1 亿多
副，约占全中国的 1/3，镜片年产量
4 亿多副，占全中国总量的 3/4、全
世界总量的一半，产值达 200 亿元，
是世界最大的眼镜镜片生产基地、亚
洲最大的眼镜产品集散地和中国眼镜
生产基地、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拥有国家级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是国家眼镜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丹阳眼镜行业注册商标 3800 多个、
中国驰名商标 7 个、省市著名商标
36 个。目前丹阳正以中国（丹阳）
国际眼镜城为核心，全力打造以眼镜
商贸为核心、休闲旅游为亮点、文化
体验为特色，商旅融合发展的丹阳眼
镜城项目，在县域范围内用眼镜产业
带动辐射周边产业发展。
      丹阳，享有“眼镜之都”“汽配
之城”“钻头王国”“木业航母”等
美誉，主导产业包括眼镜、五金工具、
汽车零部件、大家居四大传统产业，
大健康、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三大
新兴产业，其中大健康产业集聚了国
药、鱼跃等一批领军企业，形成新型
医用器械、新型医用材料、新型药品
三大特色板块；新材料产业集聚了天
工、恒神等一批骨干企业，基本建成
涵盖高性能金属材料、高分子复合材
料等综合性新材料产业体系。制造业
是丹阳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目前全市
共有制造业企业 1.69 万家，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 954 家。今年上半年，七
大重点产业中，汽车零部件产业深度
融入新能源发展大势，规上企业销售
增速超 20%，六成以上企业实现正增
长。大健康产业销售同比增长 37%，
鱼跃、巨贸、华洪药业等企业增幅明
显，慧创医疗增幅超过 300%。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中，冈田、仅一、天
宏、琦瑞等服务型制造企业增长势头
强劲，美乐通过拓展电镀业务，同比
增幅达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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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近年来，丹阳锚定“先进制造业
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聚
力推进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
“十三五”以来获得国家级科技
奖项 5 项，省级科技奖项 22 项，
攻克关键技术难题 10 项，细分领
域拥有百余项“第一”“唯一”，
成 为 首 批 江 苏 省 创 新 型 示 范 县
（市、区）。

超力电器突破热泵空调技术
难题，成功转型新能源汽车“赛
道”；明月镜片自主研发足以对
抗高寒环境的近视太阳镜片，为
珠峰测量登山队登顶保驾护航；
常诚车业打造全国首个 5G 智慧工
厂项目，为汽配行业“智改数转”
树立标杆……丹阳探索以龙头企
业牵头、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
创新联合体形式，打造超力电器
热管理系统联合创新中心、明月
视光学联合创新中心等 7 家省级
创新中心，聚力整合产业链上下
游创新力量，显著缩短关键技术
从研发到市场应用周期，促进了
一批科技企业快速成长。

制定出台《丹阳市创新型企
业培育实施办法》《丹阳科技小
巨人培养计划实施方案》，积极
构建以创新型领军企业为引领，
高新技术企业为重点，科技型中
小企业为生力军的梯队型科技企
业培育体系。丹阳高新技术企业
跃升至 363 家、入库科技型中小
企业 600 家、培育省创新型领军
企业 4 家。近两年，全市纳税前
200 强工业企业 60% 以上是创新
型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
达 50% 以上。

天工工模具钢产量亚洲第一，

恒宝股份成功进入数字人民币应
用供应链……在大健康、新材料、
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丹阳
通过“平台 + 载体 + 项目”，大
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其中，
由本土企业研发的千吨级碳纤维、
镍基高温合金、无创呼吸机、多
作物联合收获机等 30 多项产品和
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160 多项
技术和产品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涌现出第二代高铁接触网悬挂智
能检测装置、高速列车车轮制动
盘等 10 多个全国“唯一、第一”
产品，形成了一批具备竞争优势
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强化政策引领，深化校企协
同创新，着力打通高校与“专精
特新”企业深度融合通道，积极
引导和支持企业与国内外高校院
所合作，丹阳累计建成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 2 家、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76 家，先后与中国科
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60
余个高校院所建立全面合作。尊
崇人才、关爱人才、成就人才一
直是丹阳全市上下的统一共识，
特别是近年来《“丹凤朝阳”人
才计划》等一揽子人才政策落实
落地，吸引了 29 名“两院”院士、
48 名国家级专家在丹阳开展科研
活动和项目合作，人才竞争力长
期位列江苏省县域前十。

处在高质量发展关键时期的
丹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求人
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条件
成就人才。丹阳将持续深化人才
强市战略，以最燃的热情、最足
的诚意、最真的情怀礼遇人才，
成为人才向往之地、事业圆梦之
城。

创新之城：推崇科技 尊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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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
智造名城 运河明珠
      丹阳，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江苏
省南部，全市总面积 1047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99.5 万，是典型的江南水
乡城市，下辖 10 个镇、1 个省级经
济开发区（曲阿街道）、1 个省级高
新区（云阳街道）。京沪高铁、沪宁
城际穿城而过，沪蓉高速、312 国道、
京杭大运河横贯全城，常州机场坐落
境内，镇江大港离丹阳市区仅 18 公
里，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路、航空
综合立体的交通格局。

      2022 年，丹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08 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 4.1%，
同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7.5 亿元、
增长 6.9%，工业应税销售 2069 亿元，
综合实力、工业投资竞争力、科技创
新、绿色发展等指标位列全国百强县
前 20 位，获评国家级消费品工业“三
品”战略示范城市、首批国家知识产
权强县建设示范县、江苏省首批制造
业“智改数转”成效明显地区等荣誉。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重大战略
的覆盖区域，近年来，丹阳这座沪宁
线上的江南古城，聚力建设现代化“智
造名城、运河明珠”，系统推进产业
强市、美丽丹阳、民生改善等重点任
务，加快推动产业发展从“制造大市”
向“智造名城”蝶变、城市建设从“江
南小城”向“运河明珠”转变、产城
关系从“相互牵制”向“产城融合”
跃变，实现“智造名城”与“运河明
珠”互促共进、相得益彰。

   制造之城：
产业发达
特色鲜明

▲中国丹阳国际眼镜城。    朱敏 摄 

                          万善公园万善塔   朱敏 摄 

▲古城西门云阳楼。    

▲丹阳这座沪宁线上的江南古城，聚力建设现代化“智造名城、运河明
珠”，城市建设从“江南小城”向“运河明珠”转变。图为京杭大运河穿城
而过。    朱敏 摄 

      丹阳，有 2400 多年建城史，是
千里运河线上建城最早的古邑之一，
滚滚长江、滔滔运河在这里奔腾交
汇，素有“齐梁故里”美名，是春
秋时期延陵季子的封疆之地，也是
南朝齐梁两代帝王的故里。春秋时
期伟大的德者、智者和贤者——季
子，三让王位，定居丹阳延陵，诚
实守信的风尚传承千年。相传秦始
皇因“东南有天子气，在云阳之间”，
亲自到这里找寻龙脉。丹阳的“天
子气”，既成就了南朝齐梁两代帝
王，留下了六朝石刻等世界艺术瑰
宝，更引来了商贾云集。唐代诗人
李白流连于这里的景色，写下了“云
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的诗句。
      南朝陵墓石刻、延陵季子碑、唐
中和铜钟等历史文物赋予了丹阳“江
南文物之邦”的美誉。季子即春秋
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不仅品德
高尚，而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
家和外交家，季子庙是后世为祭祀
季子而建，庙内有十字碑、消水石、

季河桥等名胜古迹，但最出名的是
独特的奇观异景——沸井涌泉，井
水翻腾鼎沸，滚浪有声，三清三浊
味道各不相同，有似雪碧味，有似
可乐味，有带麻辣味，还有似啤酒，
让人惊奇不已；丹阳今遗存南朝齐
梁帝王陵墓共 12 座，南朝陵墓石刻
11 处 26 件，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121
处，文物古迹级别之高、数量之多，
在江苏省乃至全国县邑所罕见。
      凤凰山遗址见证了丹阳 6000 多
年的文明史，葛城遗址证明了丹阳
是吴文化的发祥地，西晋玉乳泉、
北宋嘉山寺、明朝万善塔、西门老
街等众多名胜古迹更是体现了丹阳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董永与七仙
女的美丽传说广为流传，岳氏报本、
陈东上书等动人故事名扬天下，集
聚着丹阳千年古城的文气。丹阳人
杰地灵，不仅孕育了春秋季子、齐
梁帝王等历史名人，更诞生了马相
伯、吕凤子、吕叔湘、匡亚明等近
现代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