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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色古韵的轩窗、古朴雅致的家具，位于国家会展中

心的苏作馆内，工人正进行装修收尾工作 ,?计再过两
天就将对外开放。未来这里将主要展销苏州工艺美术

大师和传承人的作品，涵盖苏绣、缂丝、苏扇等 11 个苏
作门?。

苏作馆是江苏第一个入驻上海国展中心的展销馆。
为何它会落户“四叶草”？苏州文化旅游发展集团副董事

长孙磊坦言，为的是能搭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快车”。

“我们是来融入上海、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新发展格局的，
希望能借助国展中心这一平台让苏作走向世界。”
苏作馆的入驻是国展中心服务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

缩影。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宁风表
示，如今国展中心的大部分展商客商都来自长三角，从停

车场里的沪苏浙皖车牌的占比就可窥见一斑。“长三角一
体化后，展客商来参展可以当天回、第二天再来。人才流、

资金流、信息流在此融会集聚，会展经济对于长三角辐射
带动作用已开始显现。”

得益于区位优势，长三角示范区开发者大会、苏州相
城科技金融投资推介会、虹桥商务区国际开放枢纽发布

大会、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发布会
等一系列长三角重要会议都选择了“四叶草”作为会议举

办地。“这也正是长三角一体化的体现。”宁风说道。

越发畅通的道路、汇集的人才、紧密的合作……软硬
件实力的不断提升，使得长三角跨区域产业链集群化发

展之路愈加顺畅。
位于安徽省来安县东南部的顶山—汊河省际毗邻地

区新型功能区便是安徽融入南京都市圈发展的先行区。

安徽盛世高科轨道装备有限公司，由南京浦镇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主要生产各种铁路客车内端车门、基

础制动缸、电源控制箱等轨道车辆的主要部件。总经理袁
学荣告诉记者，刚入驻时，园区内的企业比较少，而随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此落户的轨道交通配

套企业越来越多。“如今，我们上下游的产业配套越来越
完备，采购在园区里就能解决。长三角城际轨道一体化的

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大量订单。”
从大国重器到前沿科技，从传统产业到高新材料，长

三角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抢抓战略机遇。

产业·合作共赢
    “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上世纪 70

年代的经典民歌《太湖美》，将太湖流域秀美的绿水青

山传遍大江南北。然而前些年，太湖发生的情形却使它
的形象大打折扣。由于无锡地处太湖西北角，夏季处于

下风处，且因太湖仍存在富营养化情况，使得无锡成为
太湖蓝藻暴发“重灾区”，水体发黑发臭。

两年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按下“加速键”，太湖水

域联合治理同样驶上“快车道”。去年，无锡与浙江湖州

签署建?太湖蓝藻防控协作机制合作协议，携手防控
蓝藻；同年，无锡与苏州、常州建?联防联控机制，组织

公安、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开展联合调查……
“太湖的蓝藻问题表现在水里，但根子在岸上，是

整个流域的问题。”无锡市蓝藻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张铮
惠说道，“随着一体化建设的深入，各方通过召开联席

会议、完善建设体制机制，以及顶层规划设计等共同努

力，能够形成更强大的太湖治理合力，使太湖早日重现

碧波美景，让这颗‘江南明珠’变得更加璀璨。”
距离太湖无锡段百余公里的天目湖，由沙河和大

溪两座国家级大型水库组成，从高空俯视，犹如少女脸
上一双亮丽的眼睛。天目湖是溧阳的“大水缸”，承担着

江苏溧阳市民的饮水任务。然而去年 3?，沙河水库却
暴发了一场“水质危机”。“因上游青虾养殖场排放的污

水，去年 3?，沙河水库水质总磷基本上达到了劣Ⅴ

?，饮用水取水都有问题。”天目湖镇党工委副书记杨
育美介绍。

为了保护天目湖的水质和生态，江苏溧阳市天目
湖镇与安徽郎溪县凌笪镇探索建?生态补偿机制，通

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给予合理补偿，引导上游养殖
户退出青虾养殖。此举也是苏皖两省生态大保护县级

政府层面的先行先试。
天目湖镇农村工作局局长彭攀用一个形象的比

喻，说出了上下游联动治水的意义：“这并不是在治理
一个水缸里的水，水治理是个系统性过程，靠单打独

斗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区域合作才能达到目的。”
长江“十年禁渔”协调推进，太湖综合治理走向常

态，新安江、天目湖生态补偿机制加快试点，长三角生
态“联防联治”擦亮绿色肌底。

生态·互联共治 服务·实事共办
    “现在有一个调解方案：商家能否把这两双鞋子
的差价退给颜小姐，时间也这么久了，尽量通过我们

这次调解能把问题完美解决掉……”在杭州市余杭
区市场监管局，调解员颜雯君正与消费者颜小姐、某

品牌鞋?商家视频连线，对一起购物纠纷展开三方
视频在线调解。经过线上面对面直接协商沟通，最终

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调解成功。

“如果这个案件放到线下处置，那么执法人员可
能需要出差前往商家所在地调查、取证；商家则需要

至少来余杭三次，并且需要在余杭属地缴纳罚款。”
余杭区市场监管局网监分局副局长叶青介绍，今年 2

? 26日，“浙江公平在线”平台上线，通过互联网执
法办案平台，办案时间比以前常规办案大大缩短，最

快的案件从?案到结案只需 4天时间，案件平均办
结时间缩减至 22天。今年以来，平台已调解网络消

费纠纷 8.2万件，日均超 700件，处置率达 100%，群
众满意率达到 95%以上。

长三角是我国数字经济的先行区，也是平台经
济的集聚地，全国大约 80%以上的网络交易从这里

产生。总部位于上海的拼多多、盒马鲜生、饿了么、叮
咚买菜，位于浙江的淘宝、天猫、考拉海购以及位于

江苏的苏宁易购等 22家主要网络交易平台均被纳
入监测范围，重点聚焦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和不正当

竞争等行为，对“二选一”“大数据杀熟”“低于成本价
销售”“纵向垄断协议”等 12?重点网络违法行为实

施在线监测和靶向监管。

针对平台经济跨区域特点，“浙江公平在线”实
现了对长三角地区主要平台企业的在线监测，加

快线上线下一体化联动监管。针对监测发现的平
台及网店的风险信息和线索，第一时间移送长三

角地区市场监管部门，并利用线上线下协同监管
和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机制，实现风险、线索的闭

环处置。

教育、医疗、文化、交通……跨城融合联动，公共
服务共享，三省一市加强政策协同，不断提升公共服

务便利化水平，让百姓共享一体化发展红利，提升获
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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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 高质量
发展按下“快进键”

    作为我国经济
最具活力、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长三角
肩负着在区域协同
发展方面积极探索，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经验的使命。沪
苏浙皖紧扣 “一体
化”和“高质量”两个
关键词 ， 按下发展
“快进键”。

明 天 ，2021 年
度长三角地区主要
领导座谈会将在江
苏无锡召开。 日前，

记者跟随长三角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联
合采访团开展为期
六天的采访，近距离
见证四地如何聚力
长三角、 共谋
新发展。

本报记者 黄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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