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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示范区条例草案初稿形成

“跨区域立法”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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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意大利梅里深化友好合作

国际屯溪扩容“朋友圈”

南 浔

看村景、品民俗、尝鱼味。连

日来，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杨港

景区游人如织，游客们体验龙虾

垂钓、稻草人等活动，乐享绿色田

园生活，欢度首届范蠡渔文化节。

菱湖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渔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近年

来，菱湖镇立足自然生态资源优

势，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乡村

游相结合，推动乡村实现产业兴、

百姓富、生态美。

陆志鹏 摄影报道

江南水乡享渔乐

现场激烈讨论达“共识”
青浦区沙家埭路66号示范区执委会三

楼会议室，来自沪苏浙人大、司法、发改相

关部门和委办局的工作人员对于投影屏幕

上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条例（草案）》（暂定名）讨论稿的内容，逐条

进行讨论，线上参会者的意见、建议不时响

起。哪里需要调整、哪里的表述不够严谨、

每一部分是否有法律支撑、哪些又是可以

先行试点的……每一个意见和建议都会在

经过激烈的探讨后，在文案上留下痕迹，而

最终，大家的“共识”被更新存档，对“存疑”

的部分，更深入的调研将紧接着展开。

“目前我们讨论稿共9章87条，紧扣

‘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涉及区

域组织、规划建设、生态环境、创新发展、江

南文化、公共服务、法治保障等方面。条例

主要包括了示范区三年来取得的一体化制

度创新成果、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需要

通过立法保障明确路径的内容，同时也为

示范区未来的改革预留了空间。”示范区执

委会政策法规部相关工作人员说。

比如，在生态环境章节，记者注意到，

诸如“三统一制度”、联合河湖长制、环评制

度改革等示范区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创

新成果，都以条例的形式被“固定下来”；又

比如，在创新发展章节，关于职业资格互认

的条例中，对于讨论稿中二级建造师、二级

注册计量师等职业资格范围的表述，在与会

人员的讨论后，调整为“两省一市根据《国家

职业资格》目录自行开展的专业技术人员”，

这样的调整为未来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示范区条例草案初稿形成
“没想到仅半个月时间，条例草案讨论

稿就已经拿出来了，毕竟4月底还只有一个框

架，而且文本非常完整、非常专业。”从临港赶

到执委会参会的上海司法局工作人员表示。

事实上，“跨区域立法”的探索，早在

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纲要》出台时就已经明确。《纲要》提出，要

“推动重点区域跨区域立法研究，共同制定

行为准则，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法规支

撑和保障”。而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的先手棋和突破口，“跨区域立法”自然也成

为了示范区“与生俱来”的使命和责任。

作为《立法法》修订以来两省一市协同

出台的第一个创制性的立法项目，上海、江

苏、浙江均已将条例的制定工作纳入2023

年立法计划。3月22日，示范区执委会邀请

两省一市人大财经委和法工委、发改委、司

法厅（局）有关处室负责人共同组成调研小

组，赴苏州市吴江区开展立法需求调研，正

式启动示范区条例协同立法工作。

协同立法工作启动到草案初稿的形

成，示范区协同立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仅用了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从调研开始，我们就充分发挥了两省

一市的积极性，相关部门全程参与了立法

的过程，这样起草法律的形式也是首创

的。”该政策法规部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一

天的讨论，条例的起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条例草案初稿正式形成，后续我们

会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入调研，同时开门

立法，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上海方面争取

今年12月提交人大审议，顺利的话明年5

月，最晚9月，条例将正式出台，而这本身也

将成为示范区的一个重要制度创新成果。”

“跨区域立法在现有体制机制上是没

有的，跨域行政管辖如何协调，这在国家跨

区域立法上是一种新的探索，也是示范区

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人大、司法等相关

部门都提前介入，全程参与，这在立法的流

程上也是一种创新。”浙江省司法厅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五月的连云港海州区，绿

荫环绕，繁花似锦。漫步月

牙岛生态湿地，享受碧波荡

漾、群鸟翔集的和谐景观；在刘

志洲山体育公园搭帐篷，与亲

友享受惬意时光……

近年来，海州统筹绿色

发展、污染治理、产业结构调

整，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让山清水秀美丽海州的

画卷成色更足、底色更靓。

位于海州区锦屏镇东侧

的刘志洲山体育公园，游客泛

舟湖上尽享美好时光。而在

过去，这里曾是连云港有名

的工业重镇，被誉为“中国化

学矿山摇篮”的锦屏磷矿就

坐落其间，而与此毗邻的磷

矿采空区刘志洲山更是“伤

痕累累”。

转机发生在2018年，海

州区作出制止开采、收回采

石宕口的决定，使刘志洲山

现存山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

保护。随后，依靠山水骨架

调结构育业态重塑“绿色经

济”，通过“体育+旅游”新业

态，将生态修复与市民户外休闲活动、地域文

化保护巧妙结合，使昔日废弃采石场蝶变为

山清水秀的生态健身体育公园。

同样，与新浦磷矿仅一河之隔的月牙岛，

曾是当地最大的粉煤灰堆放场，通过生态环

境治理，昔日“生态疮疤”变为城市公园。

2019年起，海州区对新浦磷矿实施生态修

复，该项目制作砂浆就近取材，消耗了原堆积

于邻近月牙岛的42.9万吨粉煤灰。经过一系

列治理修复，月牙岛开始褪“黑”穿“绿”。“我

们通过对废弃宕口、低效用地进行整合利用，

增添旅游景观、旅游设施和消费场景。”海州

区文体旅游局管理推广科科长吴迪介绍道。

“近年来，海州区丰富全域产品供给，擦

亮‘千年古城 城市之根’文化名片，绘就了一

幅‘人文山水相融相映’的全域旅游新画卷。”

连云港市副市长、海州区委书记朱兴波表示。

如今，月牙岛生态湿地、桃花涧等地成为市

民家门口的“诗与远方”；花果山民宿产业每年

实现约百万元的经济效益；新204国道都市农

业旅游产业带培育休闲农业观光点74个，带

动辖区新增农家乐、乡村民宿等874家。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王一平 邵沛源

诚邀海内外乡贤共赴“乡

聚”之约，同话乡情、共谋发

展。近日，第三届江苏发展大

会镇江行活动举行。镇江市

乡贤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同步

召开。

“广大乡贤是推动中国式

现代化镇江新实践的重要力

量，希望大家情系故里、助力桑

梓。”镇江市委书记马明龙表

示，新成立的乡贤文化促进会

要为汇聚乡贤力量筑好“桥”与

“路”，让更多的乡贤融入家乡、

投身家乡。

现场，乡贤们说得最多的

是“回家了”。在重温乡音乡情

的同时，大家纷纷表达共促家

乡发展的迫切心愿。“我们来自

五湖四海，各有自己的所长、专

业。”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

长、镇江市乡贤文化促进会会长陈履生表示，乡

贤文化兼具独特性、地域性、多样性，希望海内

外镇江乡贤共同努力，把乡贤文化促进会建设

得更好，进一步发挥乡贤文化的作用。

跨越山海，只为相聚。据了解，镇江市乡贤

文化促进会的成立经过了一年的筹备。镇江市

相关工作小组多次赴北京、上海等地拜访乡贤，

最终确定236名个人、14个团体单位作为首批

会员代表。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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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域是常态，从生态环境联保共治到
产业协同发展，从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到文旅交流融合，各个领域都在不断打破行
政边界，形成一套新的工作机制。而这些机制、创新成果如何为示范区后续发展
持续赋能？立法，势在必行。

5月18日，示范区执委会传来消息，作为《立法法》修订以来沪苏浙两省一市
协同出台的第一个创制性的立法项目，《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条例
（草案）》（暂定名）初稿正式形成，这标志着“跨区域立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国屯

溪—意大利梅里”友好关系签约暨国际

“永恒艺术”中国首发式日前在黄山市

屯溪区举行，开启两地深化友好合作的

新篇章，助力“国际会客厅”建设。

屯溪区位于新安江上游，是安徽省

黄山市主城区，山水秀丽，环境优美,境

内有屯溪老街、老大桥、程大位故居等

历史遗迹。梅里市是意大利西西里岛

墨西拿省的一个城镇，风光绮丽、文化

灿烂、历史悠久，境内古建筑及历史遗

迹众多，有玛丽亚 ·桑蒂西马 ·安农齐

亚塔教堂等。梅里与秀美黄山“气质

相投”，与屯溪区资源禀赋、产业发展既

有相似性又有互补性，两地合作潜力巨

大、前景广阔。

近年来，屯溪与梅里往来日益密

切，交流不断加深，特别是疫情期间两

地携手共进、相互支持，体现了守望相

助、共克时艰的深厚友谊。2021年，意

大利“永恒艺术”项目落地屯溪区，双方

交流合作驶入快车道。

在当天的签约仪式上，屯溪、梅里

双方签订友好关系备忘录，将在旅游

开发、遗产保护、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

全方位、深层次交流互动，促进共同

发展。双方还将视情定期组织线上或

线下代表团互访，密切联系，努力扩

大项目合作。“友好城市关系的确立，

是巩固双方关系、加强文化与经济

交流的完美方式。”梅里市政府代表

致辞表示。

艺术连接你我，黄山“昱”见世界。

“永恒艺术”项目于2020年3月始于意

大利，艺术家的作品会永久陈列在意大

利梅里市524广场，它不仅是一个露天

美术馆，也是世界著名艺术家间交流的

平台，更是国与国的最佳连接方式。据

悉，本次国际“永恒艺术”中国首发式共

展出作品61幅。入选作品中，中国画

家共有18人，其中黄山画家13人。

“两地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在未来

的合作中结出更多共赢之果。”屯溪区

委书记吴旭光说。国际友城是一个城

市对外交流的重要桥梁，通过增进两地

人民的了解，深化两地的友谊，巩固和

发展两地的友好合作关系。

本报记者 吕倩雯


