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     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主

旨演讲，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188     沪苏浙皖三省一

市分别通过《关于支
持和保障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决定》，要求凝心聚力支持和保障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

201919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在

沪签署《长三角地区市场体
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推进长三角市场体

系一体化。

201919     《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试点工作方案》印发，
要求率先实现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公共支

撑功能在长三角地区落地。

201919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审议通过，明确在江苏苏
州吴江、浙江嘉兴嘉善和上海青浦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

201919     国务院批复同意《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指出要走
出一条跨行政区域共建共享、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

彰的新路径。

■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服务窗口， 已经实现长三

角跨区域“证照联办”

■ 青浦金泽镇莲湖村位于大莲湖畔, 拥有 60%的堤岸风景线，水

面波光粼粼，岸边绿意葱茏 杨建正 摄

■ 两条新增跨省公交专线为青吴嘉三地的旅客提供了更优质的

交通便利

    去年 11月 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要
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进而

成为了总书记亲自交给上海新的三项重大任务
之一。今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又审议通过并印发。这充分表明，长三角确立
了新定位，明晰了新目标，启动了新征程。

对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央很支持，全国很
关注，长三角很振奋。 这是因为，长三角是我国区

域一体化发展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程度最高的地
区,更是增长质量好、经济规模大、内在潜质佳、发

展前景被普遍看好的经济核心区， 是我国在全球
化过程中率先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 也是全

球第六大世界级城市群。 如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实施好了，利在当前，功在千秋。

作为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要

形成区域经济共同体，最终形成社会经济资源配
置自然流向的、 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区

域经济发展格局， 促进区域内各成员主体的共

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其基本标志是：基础设施和
环境保护、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产业结构和产

业布局、城市体系和城市布局、经济运行和管理
机制， 以及制度构架和政策措施等六个方面的

“一体化”。

这些“一体化”，需要突破以往的各种惯性和

区域束缚，需要统筹协调和共建共享。其中，特别

需要创建跨区域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和政策措
施，也就是要突破通常所说的“区划障碍”。

因此，一体化很有意义，也很不容易。 怎么
办？ 创设“示范区”是一个好办法。 于是，在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过程中， 建设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可谓是重头戏之一，也

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意义。 中国经验表明，深化
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很多好做法、 好经验、 好制

度，都是通过先行先试取得了成果，然后得到复
制和推广。

从这个角度来看，“示范区”与“自贸区”有异

曲同工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自贸区建设强

调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也应如此。 这样，如今的“示

范区”与“新片区”，成为了上海诠释“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大主题词的重大发展载体。

那么，“示范区”建设如何突破跨区域的制度
体系和体制机制瓶颈？ 关键在于抓好“两头”：一

是要把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明确的一系列改革任

务，凡是涉及地方的改革事项，在一体化示范区
内集中落地、率先突破、系统集成，使它成为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乃至全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
“试验田”。二是针对以往一体化发展中的一些焦

点、难点、热点问题，特别是在涉及规划管理、土
地管理、投资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

务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化改革，成为长三角乃至全
国各个区域一体化发展制度创新和政策突破的

“样板间”。

“示范区”并肩“新片区”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张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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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今起驶入快车道

长三角一体化

一年间大事记

一项国家战略，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
善三地紧密互联、融为一体。

今天下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建设推进大会召开，示范区同时揭牌。面积约 2400
平方公里的示范区，将突出“统”“特”“增”“美”，打造
改革开放新高地、生态价值新高地、创新经济新高
地、人居品质新高地。
风起绿洲吹浪去。让我们走进示范区，跟随青

浦、吴江、嘉善的“长三角人”，共同追梦一体化，更高
质量再出发。

■ 一条太浦河，西接烟波浩渺的东太湖，东注碧波粼粼的黄浦江，将青浦、吴江、嘉善三地紧密相连

    “我想在长三角示范区注册企

业，有哪些要求和门槛？是否能同步
享受上海、江苏、浙江的优惠政策？”

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三楼，“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服务专

窗”格外醒目。青浦区市场监管局注
册许可科科长吴卫光感慨，随着示范

区热度越来越高，接到企业咨询也越

来越多。
如今，青浦、吴江、嘉善已跃升投

资兴业的新热土，也成为三地政务服
务一体化的试验田。

3 月 29 日，首张长三角一体化
“跨区域通办”的营业执照颁发，在嘉

善也能申办青浦的企业；4 月 26 日，
“跨区域联办”再升级，营业执照、公

章、法人一证通、税务发票等“一窗发
放”；7月 1日，首张冠以“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住所字样的
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发放，并首次实现长

三角跨区域“证照联办”。
“上海有‘一网通办’，浙江有‘最多跑一次’，

江苏有‘不见面审批’，如何叠加三地的改革优
势？”青浦区政务服务办主任张慧明介绍，青浦、吴

江、嘉善已建立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专项工作组，
从企业和市民办事实际需求出发，重点围绕跨区

域通办和数据共享等，推进行政审批统一标准。

“例如，开一间咖啡馆需要哪些材料，多长时间？对
标三地‘最高标准、最优服务、最简材料、最快速

度’，力争实现审批最大公约数。”
一张营业执照，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突出“统”字改革创新的缩影。统一的产
业准入标准、统一的生态环境标准、统一的公共信

用评价体系⋯⋯示范区是对传统行政区划经济发
展方式的超越，将强化改革创新示范，推进改革系

统集成。

“示范区要成为全国深化改革的‘试验田’、跨
区域制度创新和政策突破的‘样板间’，要突破以

往的区域束缚，进一步统筹协调和共建共享。”上
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说。

    “我是浙江人，我先生是江苏人，在位于上

海青浦的北斗西虹桥基地上班，我们的北斗长
三角综合集成应用服务示范工程，将在 11月 2

日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产业项
目启动仪式上签约。”上海西虹桥导航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杨苗琴是名副其实的“长三
角人”。

长三角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杨苗琴对上海

的记忆起于学生时代。“当时，我父亲在上海从事
建筑施工，每逢寒暑假我就上海、浙江两地跑，很

早就熟悉了，而我先生是在上海读大学，所以我
浙大毕业之后，也就来到上海工作。”

2012年，长三角北斗综合应用示范工程启

动；2013年，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落户
青浦；2016年，杨苗琴加入北斗，开启了与青浦

的缘分，也见证了基地的发展。
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 20余项，联合长三

角 10余家企业成立测试服务合作联盟，北斗西
虹桥基地已经成为我国北斗产业园区的排头兵，

推动长三角导航产业跃升全国第一梯队。“这离

不开上海市和青浦区的支持，营商环境的优化、
人才公寓的保障、轨交 17号线的开通，对科研人

员的集聚和带动作用显著。”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也为企

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今年 10月，在青浦、吴江、
嘉善三地科委指导下，基地举行“上海国际创客

大赛———长三角北斗专题赛”，以长三角一体化
为应用背景，聚焦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颠覆

性技术创新和规模化融合创新；12月，环意大利

自行车赛旗下品牌赛事“环意 RIDE LIKE A

PRO长三角公开赛”在青浦举行，车辆将搭载北

斗定位的终端，为这项国际赛事提供保障。
“长三角一体化，正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

通，进入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最近，杨苗琴

和同事们往吴江、嘉善跑得更勤了，北斗将在
长三角示范区综合创新应用试验区，形成一张

北斗+5G位置服务网和一个示范区空间数据公
共服务平台，在跨行政区域协同安全管理、智

慧生活精细化服务、物流枢纽精细化运营等领
域开展示范应用。

对于揭牌的示范区，杨苗琴满怀期待：“长三
角城市群要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而示范区就

是要打造试点和样板，相信通过顶层设计、三地协

力，未来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席记者 范洁

上海西虹桥导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杨苗琴———

“青浦上班族”最近往吴江嘉善跑得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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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乘坐 7618 公交专

线，本车由东方绿舟开往黎里
古镇⋯⋯”5元票价，35公里行

程，50分钟时长，开启一场“说
走就走”的跨省旅行。今年 3

月，青浦、吴江、嘉善跨省公交
专线开行，将三地热门景点“串

珠成链”。

在紧邻轨交 17 号线东方
绿舟站的公交车站，三块“示

范区公交汽车”的走向示意图
引人注目，除了原本 7618 路

更名为“示范区 2路”，还新增
“示范区 1 路”和“示范区 3

路”，分别连接东方绿舟和吴
江汾湖汽车客运站、嘉善西塘

古镇，促进三地走亲、通勤、旅
游、办事。

“青浦有朱家角、金泽和练
塘，吴江有同里、震泽、黎里，嘉善有西塘，

此前在古镇保护、非遗传承，到文艺展
演、馆际交流等方面成果丰厚，将来可以

作为一个大 IP。”今年初，三地启动研究
共建江南水乡国家公园，打造世界级水

乡古镇文化休闲区和生态旅游度假区；9
月 18 日，三地文旅部门携手举办旅游精

品推介，发布旅游惠民信息，搭建旅游共

建共享平台。
人居品质、生活环境的提升，不仅带动

文旅产业发展，也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走进青浦金泽镇莲湖村，大莲湖畔绿

意葱茏，水面波光粼粼，舟楫点点，鸥鹭
翩翩。4.25 平方公里的村庄拥有沿湖

60%堤岸风景线，400 多栋老旧民宅翻修
一新，江南韵味兼具诗意与野趣，村里因

地制宜培育蛙稻米、茭白、红柚等高附
加值特色产业。

“经过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村子更“美”也更“壮”了。此前，青
浦、吴江、嘉善的优秀村书记代表还

相约莲湖，共话长三角乡村振兴。”
莲湖村党支部书记周红萍期待，位

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的莲湖村，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在

保持传统江南水乡特色风貌的同时，
优化基础设施、交通体系和公共服务，彰

显生态之美、人文之美。

    一条太浦河，西接烟波浩渺的东太湖，东

注碧波潋滟的黄浦江，将青浦、吴江、嘉善三地
串连。一座位于三地交界的太浦河工程纪念

碑，回溯着沪苏浙携手治太湖、保平安的记忆，
也绵延起三地共谱生态绿色发展的新篇。

“吴江开展了河湖‘两违’‘四乱’专项整治
行动”“金泽水库建成后，为上海西南五区约

700 万人口供水”“我们今后不仅是共饮一河
水，而且就是一家人了”⋯⋯从青浦海事码头

登船，沿太浦河溯水而上，来自水利部太湖流
域管理局和三地的相关负责人一边踏勘岸线

环境，一边比对地图圈画，交流治水情况。

青浦有 24个湖泊和 1900多条河道，吴江

有 322个湖泊和 2600多条河道，嘉善有 51个
湖泊和 2200多条河道⋯⋯10月 30日，青浦、

吴江、嘉善共同启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协同治水，共聘区、镇、村三级“联合河

长”，共建河长联合巡河、水质联合监测、联合执
法会商、河湖联合保洁、河湖联合治理机制。

“三地聚焦‘一河’太浦河，‘两源’东太湖水

源地和金泽水库，‘三湖’淀山湖、汾湖、元荡以
及六条骨干河道打造的生态‘六廊’，描绘江南

水韵碧波美景。”青浦区水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程光宇坦言，浓浓碧水情激荡起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加快示范区建设找到先手棋、突破口。

今年 5月，第一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
论坛上，青浦、吴江、嘉善联合签订《关于一体化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合作框架协议》，通过十
项机制系统推进生态环境协同综合治理，将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当我们看青浦、嘉善、吴江，会发现这个区

域有自然地理的特殊性，发展特色要与本地经

济、资源、环境条件相结合，示范区要因地制宜

走‘生态绿色’道路”。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决
策咨询专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研究员陈雯直言。

    “作为华为重点研发基地，将开展终端芯片

和物联网等领域的研发，导入 3万名科技研发
人才，将打造成全中国乃至世界具有领先地位

的研发中心⋯⋯”6月 26日，青浦区举行重大
项目开工仪式，落子金泽镇的华为青浦研发中

心备受关注。

“华为研发中心拟建设成高标准的研发基
地，并将配以约 44公顷的人才公寓，解决员工

后顾之忧。”金泽镇镇长凌敏介绍，华为青浦
研发中心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2400 亩，计划总

投资约 100 多亿元，将打造“现代经典建筑博
物馆”。

青浦、吴江、嘉善正成为创新经济的集聚

地。6月 21日，阿里巴巴数字嘉善示范项目落
定，计划将嘉善打造成为浙江乃至长三角区域

的“数字第一县”；6月 26日，青浦 31个重大产
业项目启航，从国内知名企业项目到外资先进

制造业项目，总投资额达 509 亿元；10 月 22

日，35个优质项目落户吴江，涉及环保、新能源

材料、高端装备产业、电商产业等。

据青浦区新闻办消息，明天青浦、吴江、嘉
善将联合举行“推动一体化 打造新高地”———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产业项目启
动仪式，集中签约一批重点项目，覆盖高能级总

部经济、高水平服务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生

态型湖区经济等领域。
做大增量，做强增量，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正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5G等新技术、新业态，发挥大企业、大项目

辐射带动作用，集聚研发中心和创新人才。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中

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土地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董祚

继指出，长三角区域肩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
争的使命。“一体化要发挥城市群的规模效应，

在做大规模的同时更要提高质量，如此才有更
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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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吴嘉：同饮一河水 从此一家人
首席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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