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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家和省关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战略决策部署，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立足全域潜力地区发展定位，以“四化”同步集成改革为抓

手、以融合发展为主要路径，突出以人为本，把全域城镇化水平

提升作为核心任务，持续发挥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带动作用，深挖

特色优势、精准分类施策，充分释放我市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后

期的巨大内需潜力。

二、工作目标

到 2029 年，“1129+N”现代城镇体系更加完善，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区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深化，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提升至接近 70%。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渠道全面畅通，

基本公共服务部分领域全面取消户籍限制，以“四化”同步为引

领的新型城镇化明显加快，城市开放能级和资源要素吸附力持续

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得到有效提升。

三、重点任务

（一）均衡公共服务，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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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补齐关键短板，逐步建立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制度，加快人口聚集，提升综合承载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1. 持续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统筹完善覆盖市、县（区）、乡

镇三级教育设施布局规划，依据人口结构变化动态调整优化区域

教育资源配置。推动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实施高中学位供给

工程、县域高中振兴行动，实现 90%以上的普通高中达到省定三

星级及以上办学标准。推进基础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形成公办为

主、民办非营利性为辅、营利性为补充的学前教育体系，实施义

务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

设，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进一步缩小区域、校际差距。

推动区域整体性数字化转型实践改革，实现学校整体性数字化赋

能教育提质增效。

2. 健全公立医疗服务体系。构建“市级—区（县）级—街

道（镇）级—社区（村）级”四级公共卫生服务设施体系。推动

市县医院提质，中心城区立足宿迁、辐射苏北，高水平建设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三县建设 1 所二级以上县级公立综合医院。加快

基层医疗卫生提标，推进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建设，推动乡

镇医院转型发展，开展区域基层服务联合体建设试点，每个县区

至少一个医共体达到紧密型标准，建成覆盖全域的“15 分钟健

康服务圈”。持续实施引培名医、建设名科、打造名院“三名”

工程，优化中医药服务资源供给，推动实现整体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3. 健全城乡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完善养老设施布局，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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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康养示范基地、县（区）示范性公办养老服务机构、街道综

合性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市县乡村四级各类养老

机构建设。建立覆盖城乡的托育服务体系，加强托育服务专业化、

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推动普惠托育机构实现县级全覆盖，推进

建设“一街道一乡镇一普惠”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试点，开

展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

4. 全面提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市政公用设施品质，推进

市政公共设施由城市建设向城市郊区乡村和小城市延伸，实施集

中居住区“污水零直排”整治提升行动，提高燃气设施覆盖面。

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现城区 5G 网络深度覆盖，

提升农业生产区域网络覆盖水平，统筹规划全市传感设施布局。

打造全域新能源化城市，加快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新能源、

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力度。推进特色文体设施建设，以县域为单元

推进具备文化标识度和区域影响力的特色文化名片营建，以小城

市为单元推动特色文化建设。

（二）坚持产业强基，推动产城互动融合

以全域潜力地区为发展定位，坚持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以

业聚人，统筹推进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加快构建产业升级、人

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格局。

1. 坚持分类施策，切实提升地标产业识别性。构建支撑力

和带动性更强的县域特色产业体系，实施“一县一策”主导产业

培育行动，引导支持三县因地制宜发展 1 个地标性特色优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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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沭阳县大力发展绿色家居产业、泗阳县重点提升高端纺织集

聚效应、泗洪县加快发展新材料产业。引导三县发展壮大 1 个特

色集聚农业产业，沭阳县加强“沭阳花木”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泗阳县推动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泗洪县全力打造绿色食品产业

基地。前瞻布局中心城区产业，立足土地稀缺、公共服务、基础

设施配套吸引力较强的实际，支持引导宿城区发展激光器和激光

加工领域产业，宿豫区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引导 9 个小城市明确

1 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带动周边群众就近

就业。

2. 聚焦转型升级，切实提升园区载体承载功能。聚力打造

更强驱动的现代工业载体，按照不同的功能定位、发展阶段和资

源禀赋，促进开发区功能拓展与完善，省级以上开发区逐步从侧

重规模体量向更加注重产业升级、创新驱动、集约节约转变，“一

区多园”10 个特色园全面提升承载项目、吸纳就业、支持创业

三项能力。聚力打造更优布局的现代农业载体，以十大农产品优

势片区为重点，以辐射带动片区产业集聚、人口集聚为导向，精

准布点布局现代农业园区，优化食品产业园（农产品加工集中区）

空间布局。聚力打造更加集聚的现代服务业载体，提高集聚区集

聚化、专业化发展水平，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现代服

务业地标品牌。

3. 实化产教融合，切实提升新市民创业就业素质能力。突

出按需培训，增强进城入镇新市民技能培训，发挥好服务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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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吸纳就业作用，积极培育“一老一小”照护人才，发现和培

养一批优秀电商人才，帮助失地农民等群体实现稳定就业。突出

前置培训，实施“技能社会”创建行动，围绕“四新经济”发展

趋势，创新开展无人机操控等新兴领域技能培训，开展数字技能

专项行动。创新产教融合机制，强化地方院校、科研院所与区域

龙头企业合作，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深入

实施校企双元育人模式改革。

（三）强化一体统筹，推动区域深度融合

突出“强县大城”发展理念，以协同均衡发展为重点、以现

代化交通体系为纽带、以资源要素高效配置为方向，在现有

“1129+N”城镇空间体系基础上，构建形成“一核三极、一轴

三带、多点支撑”城镇“雁阵形”融合发展新格局。

1. 推动向“心”发展，理顺城镇发展方向。统筹“一核三极”

发展布局，建立中心城市“一核”一体化规划机制，突出沭阳县、

泗阳县、泗洪县“三极”特色发展，推动三县与中心城市融合发

展、功能互补。强化“一轴三带”串联功能，构建城市开放发展

“中轴线”“一横两纵发展带”，以两河流域空间为“中轴线”，

以宿连航道、宿连高速等干线空间为“北横向带”，以 S245、G343

等干线空间为“东纵向带”，以潍宿铁路、新扬高速等干线空间

为“西纵向带”，沿轴沿带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构建要素集聚和

互联互通机制。优化“小城市—特色镇—一般镇”的镇村发展体

系，增强乡镇支撑联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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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出向“新”发展，统筹布局产业发展空间。依托城镇发展

体系，立足各地比较优势，围绕实现跨区域联动、共建共享目标，

以产业发展和生产力布局为主要依据构建市县发展空间格局。依

托“中轴线”，打造产业创新廊道、现代服务业活力廊道、人文

经济魅力廊道、白酒酿造黄金廊道四个廊道。以“北横向带”为

空间范围打造北部开放型经济走廊，加速发展临港、临铁、临空

经济，优先布局大宗货运贸易产业。以“东纵向带”为轴线打造

东部焕新产业走廊，推动沿线纺织服装、板材家居等传统行业优

化布局、调整结构。以“西纵向带”为轴线打造西部战新绿色走

廊，形成新型膜材料南北发展联盟、高端装备产业中心、百里湖

湾生态文旅沉浸长廊。

3. 强化内外联通，提升全域要素流动水平。建设“好运宿

迁”，构建市域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形成市域“3060”交

通圈、中心城区“3045”通勤圈，县镇村“一刻钟”通达圈。提

升物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推进重点骨干物流园区集聚发

展，加速城乡四级物流网络节点体系建设，到 2029 年实现物流

园区 15 分钟上高速公路、30 分钟联系邻近港口作业区、40分钟

联系邻近铁路货运站。打通区域对外大通道，建成宿连高速二期

等高速项目，潍宿铁路、合宿铁路等高铁项目，加快推进淮沭新

铁路前期工作，深化宁宿铁路、连宿蚌铁路方案研究，到 2029

年实现中心城区 20分钟上高速、20分钟到达高铁站。建设连接

东中西、贯通长三角的内河水运大枢纽，推动“四港”联动发展，



— 8—

加快宿连航道的全线贯通。加强宿迁运输机场规划研究，力争尽

快实现“小时达”机场圈目标要求。

4. 放大共建效应，借力推进就地城镇化。发挥南北共建优

势，以产业转移、科技成果转化、教育医疗水平提高带动人口回

流，推动户籍人口就地市民化。打造转移产业承接地，建立产业

协同合作和产业转移联动机制，支持昆沭工业园、吴泗工业园、

常泗工业园、张家港宿豫工业园、吴宿工业园分别围绕健康医疗、

高端纺织及相关装备制造、机电装备（高性能金属材料）、特色

新材料和智能装备、生物医药及大健康等产业探索承接产业链转

移新模式。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地，加快苏宿工业园区苏大天宫科

创中心建设。推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宿迁开放大学智能化

物流实训基地等社会事业共建项目建设。

（四）擦亮生态底色，推动三生全面融合

以绿色、低碳、便捷为导向，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

空间布局，更大力度推动生产结构转型、生活品质提升、生态质

量改善，着力打造绿色产业体系更加完善的全域“江苏生态大公

园”，擦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底色。

1. 突出绿色化高端化，推动生产结构向节能智能转型。加

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绿色化水平，实施绿色

低碳转型行动，加快产业节能降碳，大力推动企业设备更新改造，

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创新发展碳市场、绿电市场，接续开展节水行动，强化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深入开展“智改数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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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加快建设新型数字化网络设施体系。

2. 突出低碳化智慧化，推动生活方式向清洁便捷转变。倡

导绿色生活方式，开展绿色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创建活动，持续提

升节能家电市场占有率，打造江苏生态大公园绿色交通都市。提

升城乡绿色宜居水平，一体推进可爱城市与和美乡村片区建设，

实施绿色生态空间精筑乐享行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全面完成易涝积水点改造工

程。推进绿色智慧城市建设，积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政务

和数据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在乡村各领域全面、快速、深度

应用。

3. 突出价值化产品化，推动生态底色向发展成色转化。持

续推进生态产业化，明确区域生态产品公用品牌等地方标准，培

育更多具有地域特色的“绿富同兴”项目。深化全域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更好发挥楚光能源集团等国企平台作用，

探索碳排放权、用能权等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交易行为，持续加

大绿色金融服务力度。推进生态产业数字化，实施农业数字化整

市推进试点，建成运行市级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推进“数商兴

农”行动。

四、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

（一）落实现代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持续优化户口迁移政策，

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推进

电子居住证改革，实现电子居住证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

（二）深化要素保障机制。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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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改安置房、共有产权房为主的多元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多

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依法维护进城落

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不以退

出上述权益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探索健全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宅基地退出补偿等农村建设用地管理路径。

（三）完善城镇稳定就业机制。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制，

引导企业灵活运用传统考核、技能竞赛、业绩评审等多种方式开

展人才自主评价，建立技能水平与薪酬等级挂钩制度。加强农民

工法律援助。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四）健全城镇化金融支持机制。建立全市新型城镇化建设

动态储备项目库，积极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及其他城镇建设中央财政性资金。支持符合条

件的项目开展市场化融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投放力度。统筹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建设。

（五）建立城镇化任务推进管理机制。建立市级统筹、县（区）

落实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工作机制。支持指导国家城镇化潜力试点

地区制定试点方案，加快培育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农业转移人

口向城镇集聚。定期开展实施效果评估，切实推动目标任务落地

见效。

附件：1. 宿迁市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2. 宿迁市“一核三极、一轴三带”区域城镇融合发

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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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宿迁市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24年完成情况 2029目标

总量 增长 总量 增长

1

综合
质效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65.6 0.6 70左右 0.8 左右

2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

— 1.54 — 1.51 左右 —

3 常住人口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元 96447 6.8 130000 6.5 左右

4 基本公共服务综合
指数①

—
90.11

（2023 年
数据）

— 92左右 —

5

人口
市民化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5.15 — 3.4 —

6 随迁子女就地入学
率

% 100 — 100 —

7 城镇常住人口保障
性住房覆盖率

%
29.21

（2023 年
数据）

3.47 完成省定目标

8

布局
优化

中心城区服务业占
GDP 比重②

% 53.3 — 50以上 —

9 县域经济总量占比 % 64.9 — 65.5 左右 —

10 9个小城市 GDP 增
速

% 539.59
亿元

12.89 721.21
亿元

7

11

产业
协同

“三群四链”综合产
值

亿元
1064.5
亿元

11.5 1800
亿元

8

12 优势主导产业集群
发展水平③

% 3591.65
亿元

4.7 6000
亿元

10

13 潜力突破产业集群
发展水平④

%
38.5

（2023 年
数据）

0.2 42 0.5 左右

14 服务业增加值增速 % 2352.18
亿元

6.7 3000
亿元

7左右

15 网络零售额增速 % 852
亿元

27.2 1300
亿元

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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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24年完成情况 2029目标

总量 增长 总量 增长

16

城乡
融合

四好农村路通达率 % 100 — 100 —

17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
率

% 7.58 -0.08 5.5 -2

18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
收集率

% 63 5 85 5

1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 100 — 100 —

20 电动化城镇建设水
平⑤

— 100 — 250左右 —

注：①为综合性指标，依据每年江苏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监测统计报告测算，目前包含 13
个重点领域、44 个数量指标，根据各指标的当年实际完成情况计算水平指数（占 40%）、

各指标与上年数据相比计算发展指数（占 60%）。

②包括宿城区、宿豫区及四个功能区。

③为新能源、高端纺织、绿色食品、新材料等四个优势主导产业集群。

④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增速。

⑤为综合性指标，包含全域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发电量比，公共领域新增及更新车辆

中新能源汽车比重，新增公共充电桩与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数量比例，工业厂房和农

村居民屋顶总面积安装光伏发电占比等 5项子指标，各占 20%。



— 13—

附件 2

宿迁市“一核三极、一轴三带”区域城镇融合发展体系

一核三极
一轴三带

重大
基础设施

涉及县区 涉及街道、乡镇

一核
中心城区快

速路

宿豫区、宿
城区、宿迁
经 济 技 术
开发区、市
湖滨新区、
苏 州 宿 迁
工业园区、
市 洋 河 新
区

街道：井头街道、豫新街道、顺河
街道、下相街道、陆集街道、支口
街道、河滨街道、幸福街道、双庄
街道、古城街道、项里街道、古楚
街道、黄河街道、三棵树街道、洋
北街道、晓店街道
乡镇：蔡集镇、耿车镇

三极 沭阳县（区域副中心城市）、泗阳县、泗洪县

一轴

京杭大运河、
徐宿淮盐铁
路、G633、
G2513、S325、

S347

泗阳县、宿
豫区、宿城
区、宿迁经
济 技 术 开
发区、市湖
滨新区、市
洋河新区

街道：众兴街道、城厢街道、支口
街道、河滨街道、幸福街道、豫新
街道、项里街道、黄河街道、古城
街道、双庄街道、下相街道、洋北
街道、古楚街道、三棵树街道
小城市：新袁镇
其他乡镇：临河镇、三庄镇、李口
镇、皂河镇、王官集镇、中扬镇、
大兴镇、仰化镇、南蔡乡、屠园镇

三
带

横
向
带

宿连航道、连
宿蚌铁路（规
划建设）、宿
连高速（一

期）、
S324—S245
—S326

沭阳县、泗
洪县、宿豫
区、市湖滨
新区

街道：井头街道、沭城街道、南湖
街道、十字街道、章集街道
小城市：来龙镇、马厂镇、高墟镇
其他乡镇：新庄镇、韩山镇、悦来
镇、关庙镇、刘集镇、龙庙镇、西
圩乡、青伊湖镇、吴集镇、华冲镇、
沂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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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三极
一轴三带

重大
基础设施

涉及县区 涉及街道、乡镇

三
带

东
纵
向
带

S245—G343
沭阳县、泗
阳县、泗洪
县

街道：众兴街道、城厢街道、大楼
街道、青阳街道
小城市：贤官镇、王集镇、界集镇
其他乡镇：桑墟镇、扎下镇、耿圩
镇、陇集镇、庙头镇、朱湖镇

西
纵
向
带

潍宿铁路—
合宿铁路（规
划建设）—宁
宿铁路（规划
建设）、新扬
高速、G235

泗洪县、宿
豫区、宿城
区、宿迁经
济 技 术 开
发区

街道：洋北街道、三棵树街道、陆
集街道、重岗街道
小城市：双沟镇、龙河镇
其他乡镇：埠子镇、梅花镇、曹集
乡、陈集镇、金锁镇、车门乡、瑶
沟乡、石集乡、魏营镇、归仁镇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宿迁军分区。

宿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3 月 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