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桥
在“网红打卡点”元荡慢行桥

上，一步就能从上海青浦区跨到

江苏吴江区。江苏汾湖高新区建
设局副局长胡迎东介绍，以前青

浦或吴江居民如果想去对岸，需
要绕道 318国道，一兜就是 40多

分钟，如今有了元荡桥，这段路程

直接缩减到了 5分钟。
这座元荡桥，是景观桥，是连

心桥，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不断提升制度创新度、项目显示

度、民生感受度的缩影。

元荡桥贯通画上的并不是一
个句号。示范区执委会生态规建

部副部长刘伟介绍，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重大建设项目三年行动

计划日前发布，针对元荡岸线生
态修复贯通项目提出，在一期 2.4

公里的基础上，今年要继续推进

8.1公里。
此前由于项目横跨青浦、吴

江，在事项审批部门、法规、流程、
材料申报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

异，两地需要反复协商，建立合作

机制。刘伟笑着说，指导意见的形
成是一体化过程中最难的事，也

是最令参与人员骄傲的一件事。

“这变成一个‘傻瓜式’指导手册，
二期工程建设将快速推进。如果

哪一天两地在协调事务时，不再
需要执委会，我们的机制模式就

彻底成功了。”

一张卡
江苏吴江人钱洁由于工作需

要，平日住在嘉善。以前在嘉善的

医院里并不能直接刷吴江医保
卡，如果要挂号、配药，得先自行

垫付，之后在工作日回到吴江报
销，需要来回跑好几趟。最近她感

到喉咙不适，来到嘉善县第二人

民医院就诊，发现方便多了：“现
在有了医保免备案刷卡结算，直

接就可以刷医保卡了。”
如今，青浦、吴江、嘉善三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在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

门诊均能免备案直接刷卡结算，

其间无需跨省异地备案和转诊备

案。自去年 8月开通以来，目前两
区一县已有 85 家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接入门急诊联网结算系统，
覆盖三地参保人员 231万，约 1

万人次享受到“免备案医保刷卡”
带来的便利。

今年 1月，第一批示范区共建

共享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发布，20
项内容涉及卫生健康、医疗保障、

教育、文化旅游、公共体育、养老、
公共交通、政务服务等八大领域。

一扇门
长三角地区人员往来愈发频

繁，满足他们的公共服务需求也

变得愈加迫切。三省一市多个部
门正着手打通数据壁垒、提高政

策协同，让长三角人能“进一扇
门，办四地事”。

“假如我是一个在青浦的纳

税人，在嘉善注册了一家公司，我

可以直接登录上海市电子税务局

长三角一体化栏目，办理相关的
涉税事项。”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青浦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俞
志钊用一个例子，讲述了青浦、吴

江、嘉善三地税收一体化的进展。
在青浦区办税服务厅里，摆

放着一台来自浙江省税务局的自

助办税终端，嘉善居民和企业主
可以通过这台终端直接打印纳税

清单，而江苏省税务局自助办税
终端也将在今年青浦区税务局智

慧大厅建成后入驻。
去年 8月，青浦、吴江、嘉善

税务局签订合作备忘录，三地税
务机关先行先试，选取 4类 15项

具体事项开展试点，包括个人所
得税纳税记录开具、企业完税证

明开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
等。截至今年 4月底，已经为两区

一县 141户企业办理 203项异地
涉税业务。

一体化
一年来，围绕一体化制度创

新，示范区形成了 32项具有开创

性的制度创新成果。在刘伟看来，
示范区探索的价值，在于形成一

批可以在长三角乃至全国可复制
可推广、具有普遍价值的区域协

调发展制度成果。

去年 11月，《关于复制推广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第一批制度创新经验的通知》印
发，总结梳理出 8类、22项成果。

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在示
范区举行两期制度创新经验复制

推广研讨班，学员来自全国 25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等。

示范区执委会一项项经验已

“开花结果”。2018年 11月，《苏皖
（溧阳、郎溪、广德）合作示范区发

展规划》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这
是全国首个以县为单位的跨省合

作区。溧阳市发改委副主任徐杰
表示：“我们想复制执委会形成的

先进经验、制度及政策体系，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探索更多符合长

三角跨省合作区的一些好做法。”

本报记者 黄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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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试验田”开花结果
示范区建设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 示范区成立一年多

以来，聚焦“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探索跨区域一体化治理新机制，形成 32 项
制度创新，推进 60个亮点项目。 “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正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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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水乡焕新生吴根吴
越角

    临水而筑的小楼，青砖黛瓦；

四周环绕的稻田，春绿秋黄；飞虹
卧波、津梁跨河，兆昌桥、汇福桥、

金泾桥，从远古守候至今，13条
水道穿村而过……地处青浦区重

固镇西北角的章堰村，是上海古
文化发源地，福泉山文化的代表

之一。在这里，静谧古朴的水乡让

人唤起浓浓的乡愁。
陈章路旁，章堰村村东口蜿

蜒的竹园连接着兆昌桥。拾级而
上，四块花岗条石并排枕在桥两

堍的 12级石阶上。对岸的章堰城
隍庙，是在清朝嘉庆五年（1800

年）和兆昌桥一起建造的。烧过香
火，敲过钟磬，作过中学，后又重

建，成为本地的城隍庙。
“两岸人家尽枕河”，沿着章

堰泾边的小路漫步村子，只见两
岸竹舟摇晃。座座古厅宅第临水

而筑，庭院大都中轴对称，一正两
厢；雨水自四边屋顶内侧流入院

中天井，四水归堂。城隍庙旁的章

堰文化馆，便是在老宅中“长”出

来的。章堰文化馆位于“章家宅”
的旧址。走进馆中，几何结构的水

泥、玻璃、金属和榫卯木椽融为了
一体，焕老宅以新生。

和很多乡村一样，章堰村年
轻人大都外出打工，曾经老龄

化、空巢化严重。如今，借助乡村

振兴，村里引进产业，提供岗位，
吸引年轻人回乡就业。在老街核

心区，多业态让村子“活”了起
来，滨水街区、咖啡书店、章堰酒

店、民宿、企业家院子、艺术家院
子……栋栋江南小楼错落，白墙

黛瓦；灰色青砖步道蜿蜒，叠苑
雅集，亭台、水池、奇石、流水尽

显江南风味。
“建设并非一帆风顺，为了恢

复这条老街，动迁了 144户人家。
为一户户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

村里下了很多功夫。”章堰村支部
委员许玉梅介绍，老街核心区由

中建八局策划、建设、运营，“产村

一体”是章堰村乡村振兴的核心。

中建八局、青发集团、重固镇政府
几方联合筹划成立公司，既能够

帮助开发、运营村内资源，也可为
村民提供工作岗位。

把项目做好、做强，老百姓的
住宅也都随之不断升值。最近，徐

关兴老人家翻修一新。“门和窗户

都是社区免费给换的，你看刚铺
好的地砖，焕然一新，舒服多了。”

青浦区幸福社区、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村民的感受实实

在在：“道路通畅了，绿化、环境好
了，出门就能运动健身。”“水电煤

的管线都埋在地下。”
接下来，青浦重固镇还将以

章堰村为核心，联动周边徐姚、新
丰、中新、回龙 4村，连点成片、联

动发展，探索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金章堰、银重固，希望章堰的发

展继续。”章堰村党支部书记、章
堰村村委会主任屠拥军说。

本报记者 杨欢 实习生 李政隆

青浦章堰村

    张星是土生土长的莲湖村

人，曾在市区读书和工作多年。去
年初夏，了解到茭白叶编结这项

传统技艺被列入了青浦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需要有

技艺经验的人来传承，她坚定地
选择回到家乡莲湖村创业，成为

村里茭白叶编织带头人。
回乡那天，透过车窗，张星看

到，村路旁，白墙黛瓦、窗明几净，
田野中，阡陌交通、谷粒抽穗……

焕然一新的莲湖村更坚定了她返
乡创业的决心。

茭白叶编结是由历史悠久的

草编、柳编技艺与茭白种植业相
结合而出现的民间手工编结技

艺。由于青浦区西南隅处于黄浦
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地，河网纵横

的生态环境适合茭白的生长。在

张星的印象中，她的父母常常凌

晨两三点就下田“掰茭白”，为了
赶清晨的集市去买个好价钱。但

一年三熟的茭白销售行情并不乐
观，十几斤的茭白装成一袋有时

只能卖两元钱，远不如用茭白叶
编织出来的手工艺品“受欢迎”。

莲湖村手巧的妇女、老人将
茭白上端被割掉的叶片修剪晒干

后储存起来，硬爽挺括的叶片就

成了天然的编结原料，变废为宝，
既不需要高成本，又解决了废弃

茭白叶处理难题。而小农家庭也

能够从茭白叶编织中获得一笔手
工费体贴家用。小时候，张星喜欢

观察外婆和妈妈做手工。“她们先

将晒干的叶片重新沾水，提高叶
片的韧性，然后用巧工将它编织

成小牛小马等手工物件，再次烘
干后才能进一步增添其他装饰。

最初浸润过的茭白叶片就像锋利
的纸尖，很容易划伤手，外婆的双

手因为常年累月地编结而长满老

茧，也是这双勤劳的手织起了我
与茭白叶编结手艺的缘分。”

去年，在人社局的资金扶持
和人力培养扶助下，张星成立了

工作室继承这项手工艺。请教工
艺老师，结合了柳编、竹编、棕编

等技艺，她设计出工艺更加复杂、
形式更加多样的工艺品供给市

场，远销日本。“我们团队正陆续
地接待来自学校、企业、党建活动

的游客，并派已有 30年编织经验
的首席技师外出授课。希望能够

通过多样化的形式，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体验到茭白叶编织这项

传统手艺。”
如今，游客更多了，莲湖村更

热闹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茭
白叶编织感兴趣，这令张星感到

欣慰。“一路走来，茭白叶编织见
证了上海民间技艺的继承发展与

创新发展，是民间智慧结晶，也是
时代发展缩影。希望早日能有像

柳编工艺品一样成熟的作品在上

海的非遗展厅中展出，更多人能
来关注这份巧妙的编织手艺。”
本报记者 杨欢 实习生 毛佩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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