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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之际，新民晚报《长三角》改版上新。

2006 ? 1 ? 2 ?，新民晚报《长三角》创刊。15 ?来，我们见

证着这片热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发展为国内公认的最具经济

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见证着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词，各项成果落地落实。

时序更替，追梦前行。“十四五”谋新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肩

负新使命、开启新征程：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

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上新的《长三角》将立足民生特色，记录生动实践。 “封面”观

察发展中的新气象与关切事，“示范区” 聚焦一体化的突破口与先手

棋，“视点”关注在身边的热话题与冷思考，“万象”包罗各地区的新

动态和好经验。 微信公众号“沪苏浙皖”、编辑邮箱xmcsj@xmwb.

com.cn同步推出，从“纸上”到“指尖”，我们期待与你互动。

    生态基底良好、人文底蕴独特，示范区被誉为

一块极富潜力的“世界级料子”。《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

年）》，更是描绘了一幅“世界级水乡人居文明典
范”美丽图景。

打开示范区时空信息平台，影像、地形、现状
地类、规划、模型这五组数据，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的空间地理信息一目了然。示范区执委会生态

和规划建设组组长刘锋介绍，这些数据构成了示
范区 2413平方公里的“数据家底”。而实现“一张

蓝图管全域”，前提是基于统一坐标系统、统一数
据格式、统一分类标准、统一存储平台的“空间数

据底座”。

“三地数据分散、标准各异，道路建设高程系
统都不统一，何谈共绘一张蓝图？”示范区执委会

通过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数据资源跨地域、跨
部门的交换和共享，三地分散的空间信息统一标

准，形成了示范区“一张图”，“为规划编制、空间监
测、发展评估以及专项政策制定等一系列决策提

供了数据基础。”

“行政有界，数据没有边界。”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指出，“空间数据底座”

只是第一步，激发示范区一体化制度创新的生命
力，要鼓励更广泛的社会数据开放，引入更广阔的

数据分析生态。

    今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进制度持续创新，

抓紧编制完成 660平方公里的先行启动区国土空间
规划。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示范区正探索空

间监测等长效机制。
张忠伟指出，未来示范区将制定更灵活、更全面、

更实用的数据开发政策，通过打造良好的数据开放生
态，打造更多的现实应用场景，驱动示范区实现跨域

一体、高质量发展。

“我们正在探索搭建一?‘规划盒子’，项目数据
立体化，建设方案可视化，让示范区‘眼睛亮起来’。”

刘锋介绍，通过“规划盒子”，探索规划和后续建设方
案的系统自动比对分析和判读、规划的精准落地实施

路径。“如果项目选址、控高、退界等不符合规划要求，
系统未来将实现自动提醒，实现规划管理实施的跨域

一体高效协同。”

不仅于此。蓝绿空间，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的底色，通过数据能对生态空间进行更深

尺度的监测。
上海市测绘院地理信息管理与应用处处长毛炜

青举例，运用波段多、范围广、分辨率高的高光谱影像
数据，聚焦水、林、土、气、农等生态要素管理，能清晰

了解森林覆盖率、河湖水面率等“大指标”，还能实现
“精细化”，划分地物类别、监测水质水色、识别树种分

类、分析农作物长势。“示范区的绿色生态，我们用数
据一起守护。”

从两条隔湖相望的断头路，到一座跨越省际的直通桥，如
随风飘动的丝带卧于湖面， 两边岸坡经过生态修复和综合整
治绿意盎然。一张张从空中俯瞰的卫星影像，直观再现了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首个跨域一体化项目———元荡
生态岸线贯通工程的建设全过程。

“行政有界，数据没有边界。 ”上海正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
转型，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长三角示范区“智慧大脑”已列入上海新基建示范
工程方案，以数字化转型进一步赋能城市治理与区域发展。

时空信息平台就是一例，用数据为示范区装上“千里眼”。

影像对比探知区域发展的“前世今生”，信息采集描绘重点项
目的“特色画像”，数据统管形成可预警的“规划盒子”……

以数据一体化驱动发展一体化，支撑一体化制度创新的“数
据底座”。

五图合一
行政有界，数据没有边界

    “这是 2019年 7月以来，18?月的夜光遥感

影像图，可以看到灯光越来越强，示范区越来越

亮。用影像记录成长，描绘示范区的前世今生。”上

海市测绘院第三分院副院长辛亮坦言，透过夜色
中星罗棋布的璀璨灯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的建设进程跃然眼前。

“用影像记录成长，描绘示范区的前世今
生。”辛亮介绍，亚米级卫星影像展现示范区整体

全貌、航空影像呈现先行启动区更精细的地表覆
盖现状、夜光遥感影像体现示范区如火如荼的建

设进程……新型测绘技术和影像数据对比，跟踪
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多维度、全方位描绘示

范区变化。

既可展现“前世今生”，还能定制“特色画像”。
去年 8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

者大会上，示范区执委会向全球发出“英雄帖”，征

集“江南水乡客厅”设计方案。这片区域以沪苏浙
交界中心为原点，覆盖 35平方公里，是示范区先

行启动区中“核心的核心”。
由于疫情原因，很多国外设计团队无法亲临

现场实地踏勘。如何向千里之外的设计团队展示
区域全貌？上海市测绘院通过无人机搭载倾斜相

机，采集制作了实景三维模型，还原了 360°的水乡

客厅。“之后还能将设计方案嵌入模型，模拟实景
效果。”

影像对比
从前世今生，到特色画像

规划盒子
实时监测，系统自动提醒

数据一体化长三角装上“千里眼”
首席记者 范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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