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的第二年，示
范区执委会和两省一市有关部门

近日共同发布 2021年“半年卷”：
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共推出了 18

项具有含金量、务实有效的制度
创新成果，主要集中在规划管理、

生态保护、项目管理、要素流动、

公共服务和体制机制等重点领
域，聚焦共性难点问题，提出了具

有首创性、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
试点、上海公积金异地还贷、示范

区医保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细
数 18项制度创新成果，青浦、吴

江、嘉善合作愈发紧密，责任共
担，配合默契，本是“邻居”的三

地，越来越像“一家人”。

合作“1+N”

去年，沪苏浙两省一市多部
门共同编制的《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提出，在示范区三地交界

处，要共建一处水乡客厅。今年，

示范区拿出了水乡客厅城市设计

方案及开发建设管理体制机制的
制度创新探索。三地着眼于水乡

客厅，实现“一张蓝图管全域”，形
成了水乡客厅城市设计方案；着

眼于“一个主体管开发”，构建“1+

N”开发建设模式。

沪苏浙各拿出一定资金，长

三角第一家由两省一市同比例出
资、同股同权的市场主体———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新发展建设有
限公司应运而生，“水乡客厅可以

进行共投、共建、共享的制度探
索，三地共同成立公司，就是运用

市场化、专业化的平台来建设项
目，这里面也包含了跨区域投入

共担、利益共享的探索。”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

会副主任张忠伟说。
在规划管理上，示范区先行

启动区控制性详规编制审批机制

也建立起来，针对跨省域控制性
详规编制标准、审批流程不统一

的问题，明确了统一的规划管控
底线与标准。

看病更方便
在示范区上半年“成绩单”

上，示范区医保公共服务便利共

享工作机制赫然在列。今年，示范
区内实现了异地结算免备案、医

保电子凭证一码通，此外，示范区
还建立了统一的服务清单及办事

指南，将原来分散各地的医保服

务事项整合成统一的服务清单，
消除了区域间的差异，实现了经

办服务便利共享。
“我们一直在小步快跑、快速

迭代，有点互联网公司的感觉。”
示范区执委会公共服务部副部长

金银淑介绍，今年，示范区异地就

医免备案范畴扩大至住院、互联
网+异地就医结算等，实现“示范

区异地就医结算全领域免备案”。
示范区参保人员在区域内医疗机

构合理就诊，直接结算无须办理
备案，医保待遇与在本地就诊保

持一致。目前，此政策已惠及示范
区 230余万参保人员，并覆盖示

范区内所有 85家医疗机构。

三地成一家
淀山湖，分属上海、江苏两

地。在示范区内，这样的跨界水体

包括“一河三湖”（太浦河、淀山
湖、元荡、汾湖）。今年 5月，沪苏

浙两省一市生态环境（厅）局、生
态环境部太湖东海局、水利部太

湖流域局以及示范区执委会等 6

个部门，联合制定了《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一河三

湖”环境要素功能目标、污染防治
机制及评估考核制度总体方案》，

强调坚持“三水统筹，协同一致；
共保联治，共建共享；先行先试，

示范引领”的原则。
“以纵跨沪苏两地的淀山湖为

例，上海境内湖区具有饮用水水
源功能，而江苏境内湖区定位为

农业渔业用水功能；《总体方案》
中，整合了两地的功能目标，统一

了水质目标及富营养化控制目
标，使淀山湖作为一个整体，实现

两地共同保护、协同发展。”上海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朱石清说。

前景可期待
路更近了、水更清了、看病更

方便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带来

的红利远不止于此。“区域发展上
有一句经典的话，叫‘大就是

美’。”在新闻发布会上，张忠伟表
示，行政壁垒消除以后，要素会在

更大的范围内流动起来，产生溢

价，会重塑经济地理，大大缩短通
勤时间，减少跨域交通费用等。

在更大的范围看，长三角三
省一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不

断上升，今年一季度提高到
24.6%。“示范区‘只问攀登不问

高’，终极目标是让发展成果惠及
更多区域居民。”张忠伟说，随着

区域一体化加速融合，未来百姓
还有更多可期待的便利。

今年下半年，示范区将继续
加大制度创新攻关力度，预计到

今年 10月底，可形成示范区第二
个完整建设年的 35 项左右的制

度创新成果。
本报记者 杨欢

    “卖夏被咯！太湖雪蚕丝夏被

来了！”这个夏天，苏州太湖雪丝
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毓芳带

着她创办的丝绸品牌“太湖雪”参
加长三角推介会。此前，通过与网

红李佳琦合作，5分钟内，2万条
蚕丝夏被在直播间里被一抢而

空。她的团队还南下杭州，与薇娅
展开合作，8 分钟成交 1300 万

元。“两位主播一个在上海一个在

浙江，通过网络就把苏州的蚕丝
被推向了全国。”胡毓芳感慨，在

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她感受到了
区域融合带来的新优势。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
旗手、全国杰出创业女性……荣

誉背后，是由一根蚕丝织就的梦

想。胡毓芳出生在绸都吴江，小时
候最漂亮的衣服是真丝旗袍，结

婚时的嫁妆是缎面的蚕丝被，对
丝绸蚕桑有着独特的情感。

1987 年，从新苏师范毕业
后，胡毓芳被分配到教育行业，但

她决定辞掉“铁饭碗”下海经商。

“当时觉得家乡这个蚕丝被非常
好，但一直没走出震泽，我就想着

怎么把家乡特产传播出去。”
在震泽茧丝市场租了 3间小

门面，靠着一张拉绵桌和 4名女

工，胡毓芳开启了创业路。她敢闯
敢干，以传承和复兴苏州

丝绸为己任，带

动震泽蚕丝产业
演变成一个兴农

和富民产业。
胡毓芳尤其

重视技术创新。
“传统蚕丝被虽

然品质优异，但

时间一长，被子
的板结会发硬，

内胆也会移位变
形。”胡毓芳和苏

州大学蚕桑研究

所合作，研发新技术，克服了蚕丝

被的“先天弱点”。除了专注蚕丝
产品外，胡毓芳还提出一二三产

业协调融合：果桑园、叶桑园、文
化园、丝绸广场，通过“互联网+

文商旅农”的示范蚕桑，带领农民
规模化、现代化养蚕，多层次丰富

产业价值。

如今，“太湖雪”成功登陆新
三板，成为苏州蚕丝被第一股。为

带动更多人增收，胡毓芳还主动
邀请闲在家的女性加入太湖雪。

在她看来，回归农村、助力乡村振
兴才是乡镇企业的最终目标。

地处示范区，胡毓芳对区域
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有着切

身感受。“之前我们是区域品牌，
想打入上海市场，却没有渠道和

资源，交流很有限。现在，政府积
极倡导长三角城市间的交流与合

作，我们也拥有研学旅游、商业合
作的新机会、新可能。”

胡毓芳说，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给企业带来机遇，品牌享受着

市场融合的巨大潜力。“震泽镇上
到苏州高铁站开车要一个小时，

相同时间坐着公交专线我就能到
上海虹桥。”震泽镇位于苏浙沪交

界地，新开设的城际专线大大缩
短了三地间往来所需的时间。新

的高铁也在修建当中，未来半小
时可达上海，这让胡毓芳十分期

待。“上海宛如顶部的香槟酒杯，

满溢的香槟正在
向周边流去。”

苏州是丝绸
之路的起点，至

今，苏州丝绸依
然向世界传播

“丝乡”的美誉。
20 年弹指一挥

间，胡毓芳自叹

犹如桑蚕一般奋
斗，只为用简单

的“蚕丝”织就小
镇的富民梦。

本报记者 杨欢
实习生 陈亦智

嘉善红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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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年中“成绩单”亮眼，一体化红利显现

半年撒下18颗制度创新种子

昔日菱花娇今朝稻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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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根越角

    “散步江南，走在红菱塘边，红菱桥下波光

点点，满塘菱花，绽放紫色期盼……”一曲《江
南菱花香》唱出了昔日红菱村水塘内种满菱角

的光景。这个位于浙江嘉善西塘镇北部的村

庄，如今虽不再种植红菱，但仍是个农业大村，

全村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7500亩，此外还种有
小麦、油菜等作物。

由于农业生产方式传统，且没有区位与市
场优势，2011年以前，红菱村背上了近 500万

元的债务。一个纯农业村，如何践行乡村振兴
战略，把短板变“跳板”，实现乡村美、农民富？

红菱村下功夫找到了答案———走出符合自身
实际与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这些年，村里集结了一批“田保姆”，解答

村民们种植方面的各类疑问。“我家茄子总不

结果，怎么回事？”村民提问，电话那头的老专
家立马“开出药方”：光照不够，得把多余的叶

片摘除。这支活跃在田间地头的“田保姆”专业
服务队，以红菱农机专业合作社为平台，以党

员为骨干，定期为种粮户提供专业配套服务，

并联合技术部门为农户提供免费农技咨询。红

菱村还不断探索粮食种业科研、绿色种植循

环、粮食收加储物流一体化现代装备等三大集
成创新模式，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粮食

绿色循环应用推广标准。
好的产品也需要好的包装。红菱村以稻谷

为原型，打造“谷粒”IP形象。如今漫步在红菱
村内，随处可见以稻谷为设计元素的打卡点。

可爱的“谷粒”站在村口，向广大游客发出热情

的邀请。村子还注册了“西塘红菱”大米品牌，
成功取得销售许可证。目前红菱村已被列入五

芳斋专用大米供应基地，红菱大米也被端上了
上海、江苏等“邻居”的餐桌，成为保障长三角

一体化区域“米袋子”安全的坚实后盾。
近年来，西塘镇红菱村党委先后获评全国

农村优秀学习型组织、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浙江省“一村万树”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在红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兵看来，这

些荣誉是动力，也是压力，“乡村振兴最终的落
脚点就是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

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
本报记者 黄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